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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迎来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 !

此前备受压抑的学者们迫不及
待地回归自己的研究领域! 无
暇顾及为他人做嫁衣的事! 以
至于 "全集# 是否继续出版的
事情少人问津$ 最后是整理章
太炎著作的难度相当大! 当章
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渐渐老去 !

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越来
越少%

!"#"

年 "全集& 正式启动
时 ! 章念驰只有

$%

岁 ! 他不
喜欢以章太炎的后人自居! 理
由是认为不能生活在前人余荫
之下而沾沾自喜% 彼时依然健
在的祖母告诉他! 人总有先死
后死! 先死的人来不及完成的
事 ! 后死的人应该帮着去做 !

这叫 '后死之责(%

)家里需要一个人承上启
下 ! 不求你继承祖父的学问 !

但至少要代表我们家属! 不缺席
这么重要的事情%( 祖母的这番
叮咛! 让章念驰多了一份神圣的
使命感% 那时! 父亲的改造还没
结束! 兄弟姐妹四人 *哥哥和
钢铁打交道! 姐姐在部队! 妹妹
当医生+! 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他
是家里唯一有可能参与的 ,

)我没接受过训练 ! 没这个水
平! 连鲁迅都说 -读不断. 看
不懂 /! 我又如何去点校文章
呢0( 章念驰说! 冲动之余! 并
未意识到整理 1全集& 究竟有
多难 ! )关于章太炎的故事 !

我只是比别人了解得多一点 !

而且客观来讲! 家里保存了不
少文献和手稿! 应该尽可能给其
他学者提供所需的编纂材料%(

章念驰回忆时提到! 大部
分校点工作是不需要编订的 !

将现成的文章加以编辑! 归成
一集即可 ! 但是 1医论集 &

1演讲集 & 1书信集 & 1太炎
文录补编& 不得不从散落在各
处的报纸杂志上逐一收集% 从
上海人民出版社借调到上海社
科院历史研究所后! 他的任务

是整理和出版章太炎的 1医论
集 & 和 1演讲集 &% )怎么研
究! 怎么整理! 怎么出版! 完
全没有人指导我! 这是两部从
来没有人整理编订过的文集 !

我更是不知从何着手%( 带着无
助和焦虑感! 章念驰开始了茫
无头绪的工作 ! )在社科院 !

我被人家认为是照顾来的! 我
也认为自己是最没有文化的%(

为了辨识祖父的字! 他想了个
最简单的办法222照着家里的
书法和手稿一遍一遍地抄写 .

记忆! 直至熟稔于心,

)章太炎的医学成就不在
文史哲研究之下! 曾为当时的
许多中西名医所赞赏! 如陆渊
雷的 1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
著特辑& 称其医学 -发前古之
奥义 ! 开后学之坦途 /$ 章次
公的 1章太炎先生之医学& 认
为 -先生于医 ! 是以不求偏
物! 立其大者! 立其小者! 语
必征实! 说必尽理! 所疏通证
明者! 而皆补前人所未举/! 可
以 -悬之国门/, 但让人遗憾的
是 ! 无论医学界还是史学界 !

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章太炎的医
学经历,( 章念驰说! 先祖父对
中医和西医的认识都达到了非
常高的水平! 一生担任过

&

个
医学院的院长! 培养了一批优
秀的医生! )不仅仅是学术之
-余绪/! 医学在其学术生涯中
是自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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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章太炎在日本发
表了 1医术评议&! 这是他的第
一篇医学论著 *

!""#

年在 !台

湾日日新报" 上发表的 !论医

生不宜休息" 就已经涉及医学

知识+! 后来又陆续发表了
%'

多篇专论 ! 这些文章登在了
1清议报 & 1绍兴医药月报 &

1学林& 1华国月刊& 1中华医
学杂志& 等报刊上, 此外! 在
诸如 1章氏丛书& 1章氏丛书
续编& 等著作中亦能发现与医
学有关的内容,

章太炎弟子徐衡之主编的
1宋元明清名医类案 & 一书 !

收录了太炎先生医论
(&

篇 !

取名 1太炎先生论医集 &$ 章
太炎去世后 ! 1苏州国医杂
志& 推出 -章校长太炎先生医
学遗著特辑 / ! 收录医论

)*

篇 ,

("$+

年 ! 曾在章太炎门
下担任家庭教师兼秘书的孙世
扬以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 !

出版了太炎先生的 1猝病新
论&! 内含医论

$+

篇, 值得一
提的是! 这

$

本医论集之间存
在许多重复的文章, 苏州国医
专科学校的谢诵穆也编过一本
医论集 ! 让章太炎亲自审定 !

但这些文稿在抗战时期不见了
踪迹! 颇为可惜,

上面提到的这些史料和出
处! 章念驰起初并不知道! 重
新做一本完整的 1医论集 & !

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在 1章太
炎先生医学经历述评& 一文的
最后! 章念驰谈到了当年收集
和整理祖父医论集的过程222

)我根据太炎先生的经历 ! 按
图索骥! 查阅了可以阅读到的
与太炎先生医学有关的所有报
刊杂志和书籍! 走访了有关人
士! 寻访了有关的图书馆. 博
物馆. 档案馆. 纪念馆! 将他
的医学论文一一加以辑录! 认
真梳理发表条秩 ! 一一加注 !

说明文章的来龙去脉! 并予以
对校$ 又从章氏家族中辑获未
刊手稿近

*,

篇 $ 并从太炎先
生浩繁的著述中! 辑取了有关
论医的文字

-'

多篇,(

医学门类的文章过于专
业! 自知是外行的章念驰便请
来中医学家姜春华教授! 让他
率领上海中医文献馆的潘文奎.

陈熠. 张仁. 宋知行. 宋光飞
一起参与! 按照 1中医古籍校
勘整理与编辑工作要求& 进行
全面校勘, )在原收集之

!&'

余篇文稿中! 除完全重复的篇
章剔除外! 共集

!$&

篇, 至于
每篇论文之前后次序! 系以著
作编写或出版年代的顺序为准
编排成集,( 负责最后统稿工作
的潘文奎在 )校点说明( 中写

道! )本文经初校誊抄后! 再
请本馆顾问姜春华. 馆员茹十
眉. 江克明

$

位审校,(

整理 1医论集& 用了
+

年
时间! 章念驰的每个暑假都是
两点一线! 不厌其烦地往返于
家和中医文献馆之间, )到家
也不能休息 ! 在女儿的印象
里! 爸爸每天要工作到凌晨一
两点 ,(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
态! 章念驰保持了很多年! 即
便退休以后! 依然如此,

比起 1医论集 &! 同步启
动整理的 1演讲集 & 难度更
大! 因为涉及地域广. 时间跨
度长 ! 贯穿了章太炎

$'

多年
的 学 术 和 政 治 生 涯222从
!"'.

年 )苏报案 ( 获释后东
渡日本主持 1民报 & 至

-"$.

年去世, )我循着他的足迹细
细寻找! 先后找到

-%,

多篇演
讲的记载! 然后去追溯每篇演
讲的原始记录! 再一一加以抄
录标校 ,( 章念驰形容自己是
)拼了命(! 可是收集工作进行
了

-,

多年 ! 1演讲集 & 仍不
具备出版的条件! )因为 1全
集& 贵在于全! 我还有不少当
时的报刊没有机会阅览,(

之所以 1演讲集& 的工作
进度被耽搁! 是因为在当时的
形势下! 章念驰进入了两岸关
系研究的新领域! 他的身份也

在不断发生变化222从最初的
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
秘书长到后来的上海东亚研究
所所长! 以及上海市政协台港
澳侨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政
府参事等! 事务繁杂! 没有多
余的精力投入 1章太炎全集 &

的整理工作,

*,,+

年! 章念驰
患了一次脑梗! 这让他意识到
)老已至矣(, 于是一边主持两
岸关系研究! 一边抓紧时间整
理未完成的 1演讲集&! 给每篇
演讲文章加以编订 . 校对后 !

终于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

统观全局 ! 1章太炎全
集& 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出自太
炎先生之手 ! 唯有 1演讲集 &

是个例外, 作为演讲者! 章太
炎不可能手写或手订每篇演讲
稿! 所以大部分篇目是由他人
代为记录! 文章的质量也就无
法保证统一, )演讲的内容较
其他文字要来得通俗! 便于读
者了解他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
点 ,( 章念驰表示 ! 争议在所
难免! 但这本 1演讲集& 可以
说是祖父 )一生思想与学术的
缩影! 反映了这一代中国人救
亡图强的艰辛(,

定稿时! 章念驰没有回避
1演讲集& 的缺憾和不足! 即

专题

章太炎#前排右二$与留日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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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章太炎擅长的篆书!两都江堰市赋"%右为章太炎亲撰自传手稿&

!#$%

年%章念驰父母结婚后拍摄的合家欢%前排右

一为章太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