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只觅轨迹!不评观点"

我想!卫礼贤其他著述中!可能
还有痕可循"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
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

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 "

惟愿引发相关研究者的兴趣 !

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
线!串联其步履所至"

为此再作小结! 记下本文
所议卫礼贤涉佛脚印 #范围缩
小到佛学知识$%

!"#$

年! 与钢和泰认真讨
论翻译佛经! 并试译佛教评论
#根据卫礼贤未发表日记$&

%"$&

年包括更早! 比较佛
学与'易经(!评议涅槃)根据卫
礼贤本人著述$&

%"$'

年包括更早! 综合比
较佛教与道教基本观点 )根据
遗孀摘引的卫礼贤本人著述$&

%"$'

*

%"$"

年! 反复援引
佛学讲解'易经(!关注北方

(

传
佛教!提及禅宗+ )根据卫礼贤

本人著述$&

%"$)

年左右! 可能远距参
与翻译佛经的具体项目 )根据
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回忆$&

%"$)

*

%"$"

年! 与太虚商
定大规模翻译佛经 )根据文献
记载!基于当时记录和

(

或另一
当事人太虚回忆$&

%"$)

*

%"$"

年! 为太虚口
译佛学演讲并代讲 )根据文献
记载!同上$&

%"$"

年包括更早! 不断比
较佛与道! 了解佛教宗派如大
乘和天台! 讨论纯佛教等概念
)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连续性显见!细节需充实!

思路历程待探讨"

未及结论的尾声 !

思考线索

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仍然
是! 父亲沈仲章在

%"$)

年左右
参与的翻译佛经项目 !与卫礼

贤的关系到底如何 , 我认为 !

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 !对卫
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 !应有
缘故 ! 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
索 " 从我熟悉的父亲习惯 !他
回忆此事多用 -

*+,-.,/

. 而
极少用 -卫礼贤 .!也提示了可
供还原当时语境之参考信息 +

)辨析习惯和语境等 ! 得综合

各个层面 !将牵涉到有机梳理

史料等较大论题 !非数语可解

释!容另议" $

近年来整理父亲资料! 时
逢父亲所历不同于定论/ 众说
或已发表的他人所述" 我每每
彷徨 ! 不知何倚何从 " 可是 !

一件接着一件 ! 已遇多个例
证! 父亲的记忆有理有据! 可
供纠误和填缺" 较近一例可参
见拙文 '沈仲章回忆斯文0赫
定片断 % 采集品放行瑞典案 (

)载 #古 今 论 衡 $ 第
!"

期 !

%中央研究院 & 历史语言研究

所!

#"$%

$! 补充了不少斯文0
赫定不甚清楚的内情" 更有意
思的是 ! 文内讨论一个地点 !

赫定在事后几年内出版的书面
报告! 与父亲在几十年后的口
述回忆不一样" 我先取赫定之
说! 但旋即发现当年即时会议
记录! 所录地点却正是父亲这
位现场经手人所忆"

回望时约四载的本专题探
究过程! 我的注意力半途转向
卫礼贤佛缘循迹!庆幸有所获"

然而!对我最关心之事!即沈仲
章与卫礼贤的佛缘历程如何相
交!仍无足够材料可下结论!离
终点尚远"

叹息力量有限 ! 人生有
涯 " 我最想弄清楚的这一问
题 !也许终不可解 " 好在因父
亲回忆而起的探索之旅 !也是
一种经历"

探索多歧路! 除了继续搜
寻沈仲章遗存资料! 谨在此标
志另三条值得追踪之线%

其一!最近听说!鲁雅文长
女鲁幼兰怀念在北平的童年 !

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
段"于是我顿感亲近!父亲天性
喜欢跟孩子玩! 会不会当年逗

过牙牙学语的鲁幼兰, 又听说
提及鲁雅文的中国缘! 会让九
十多岁的鲁幼兰欣慰! 这便成
了促我抓紧完成本文的一大动
机" 此外!我已邀请鲁雅道!合
作撰文介绍鲁雅文" 但愿通过
细察鲁雅文涉佛之前因后果同
道!又能得到新的启迪"

其二! 关于由钢和泰策划
促进的翻译佛经之举! 以及由
他引导研习梵文和佛学之人 !

不知学界是否已作详尽梳理,

其三!我翻阅卫礼贤著作!

瞥见卫德明涉佛之痕" 可惜目
前无暇分身! 探讨卫公子对佛
学的兴趣是否因卫礼贤引导 "

我想!卫德明本人可自成一题!

建议有志者关注" 而分析卫氏
父子佛缘有无因果传承! 或许
也将有助于思索卫礼贤与鲁雅
文译经有无因缘沿续"

借陈寅恪先生 '论唐高祖
称臣于突厥事 (中语 !盼 -与当
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溯
源疏流!-共参究之."

!

学林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上接
%

版(

陈望道抗战期间的七篇佚文
近日于上海图书馆查阅抗战时

期的报刊杂志! 新见陈望道佚文七

篇" 这些作品未收入 #陈望道全集$

%

&"$$

年浙江大学出版社&!笔者整理

在此!希望于学界的陈望道研究有益"

一"#战时的专门教育$#文化

工具的运用$和#从%悲哀的文学&

说到大众的教育$

!"&0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

望道即从广西回到上海!在地下党的

领导下!与韦悫'郑振铎'陈鹤琴等组

织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战

救亡活动(这三篇短论当写于回沪后

不久) 分别发表于
!"&0

年
!1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的 *申报$

+专论,一栏上)每篇均署名+陈望道,)

其中*战时的专门教育$一文!陈

望道从专门教育的角度论述了抗战

时期教育机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

以为战时学校搬迁应该 +跟军事-政

治'经济上的需要相配合,!按照战时

的需要及各学科的特点进行合理分

配" 同时!他也对系科的课程修订提

出切实的改革意见!包括.添加战时

的共同必修课,.将课程中有关现局

的部分多加发挥,.在正课外加紧军

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等) 在*文化工具

的运用$一文中!陈望道阐述了文化

工具在抗战文化动员中的力量和作

用)为了便于团结更多的民众投入抗

战! 陈望道主张在战时普及普通话!

相比方言和文言!他认为普通话是一

种更为重要的文化工具)

*从.悲哀的文学,说到大众的教

育$是陈望道有感于沈起予.悲哀的

文学,而发) *光明$编辑沈起予发表

*悲哀的文学$一文!其大意是.在这回

的抗日战事中!/根本有无数悲哀的

事发生0!尽该用来写/悲哀的文学0),

此论一出!引发了当时抗战文艺界的

一番讨论!其中即包括陈望道) 针对

沈氏的.悲哀,论!陈望道提出以.悲

壮,代替.悲哀,!他说./不惜一死0是

/壮烈0的!这样壮烈的悲哀似乎并不

是单单/悲哀0两个字所能包括) ,.我

国文学上原来不少善于发抒悲壮情

感描写的悲壮事实的文献!现在又正

是这种文学产生的时期)无数悲壮的

事实正在不断的出现!我们定会有无

数悲壮的文学不断地产生) ,在肯定

文学创作个性化的同时!陈望道主张

在抗战的意志上! 在抗战的认识上!

需要推行大众的教育!来开发大众的

认识!齐一大众的意志) 以上一组专

论!皆是针对抗战时期的具体问题进

行深刻分析!言简而意赅!体现出陈

望道那种务去空言-好学力行的可贵

精神)

二'(关于颜色$和(新美的形成$

*关于颜色$和*新美的形成$发

表于
%"&)

年
%2

月
%%

日-

%2

月
%)

日的*申报$.自由谈,一栏) 两篇皆署

名.齐明,) .齐明,应是陈望道在此时

期所用的一个笔名) 这一笔名!又见

于
%"&"

年
3

月发表于*文艺阵地$第

三卷第一期上的 *生活和理想122

3实证美学的基础4的一章$%与虞人合

译&!同年同月发表于*综合半月刊$第

二期上的*3实证美学的基础4译序$!

%"&"

年
0

月发表于 *现实 %上海

%"&"

&$的创刊号上的*绘画的文章体

式和峨特式建筑艺术及上海的圣三

一堂$! 及同年同月在世界书局出版

的与虞人合译的卢那卡尔斯基*实证

美学的基础$一书(

陈望道同*申报$.自由谈,栏目

关系十分密切(

%"&3

年
'

月!陈望道

与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陈子展等

针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和.读

经尊孔,等反动思潮!发动了.大众语,

运动!*申报$.自由谈, 正是这次全国

性语文大论战的一个重要思想阵地(

%"&4

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愈加严重!

.自由谈,曾一度中断( 到
%"&)

年
%2

月
%2

日*申报$沪版复刊后!副刊.自

由谈,亦随之恢复(这两篇署名.齐明,

的文章!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栏目

复刊后的第一-二期( 此为陈望道所

作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明(

陈望道在*关于颜色$一文中分

析了颜色词的语言特点!.颜色也是

一种话( 这也有外国话!有本国话( ,

文中列举了许多生动的实例!比如说

到 .我在热天穿长衫回到乡下去!乡

人不认识的常常说/出丧了吗0我总

觉得他们是怪可爱的!他们是懂得中

国的颜色话的人( ,同一颜色词在不

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由此他注意

到对颜色词的说明是非常困难却又

必不可少的(

而*新美的形成$一文!则是关于

抗战文学创作的一篇评论(针对一般

风行的柔性美!陈望道认为在抗战文

艺上更应推崇具有 .身负苍穹之重,

的崇高美(文中他特别引用了日本反

战作家鹿地亘的一段话!.新的人民

领导者的典型开始产生了!和过去完

全不同的军人性格产生了!肩负着这

个时代的亚特拉斯%

56,78

&型的人民

的雄姿!在开始逐渐地出现,!他认为

抗战中比较出色地描写这种.人民的

雄姿,的!是姚雪垠写的*差半车麦

秸$( 同时!他还引用了胡风*新女性

礼赞$诗!认为.现在正是转变柔弱优

美为雄伟崇高的时代(一般弱不禁风

的黛玉!也都将变成了肩抗苍穹的亚

特拉斯(,两篇短文!或论修辞!或议美

学!在内容上与陈望道一直以来对这

两方面的关注多有呼应!可以断定出

于陈望道的手笔(

三'(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

辑$和(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

*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和

*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 所署的笔名

.雪帆,!也是陈望道多次用过的笔名(

!"&)

年
4

月发表于*华美$第一卷第

四期-第六期的*拉丁化北音方案对

读小记$和*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补

记$!

!"32

年发表在 *长风 %上海

!"32

&$第一卷第一期的*语文运动的

回顾和展望$!均用.雪帆,这个笔名(

到
!"30

年! 陈望道仍用这个笔名写

了*谈杂异体和大众化$!发表在*新语

文$第一期(

陈望道在
!"&"

年
)

月*现实%上

海
!"&"

&$第二期上发表*关于语文文

献号目第一辑$一文!不是偶然的( 陈

望道长期以来热心推进进步的语文

活动(

!"&)

年陈望道和陈鹤琴等发

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在上海地下

党主办的*每日译报$上创办了一个

实践新文字的副刊111*语文周刊$!

由陈望道任主编( 就在发表*关于语

文文献号目第一辑$ 一文后不久!于

!!

月
&

日至
!$

日陈望道还主持举

办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的语文展览(

在这篇短文中!陈望道着重介绍

了五十二种比较知名的关于语文文

献书目!以供从事搜集或研究语文史

料者参考( 同时!他也分析了近代语

文存在的四大问题!即文法-语言统

一-文字普及-语文合一(他认为.这些

问题源远流长!如语文合一!最低限

度可以追溯到蔡锡勇的*传音快字$,!

.再如与文法有关的 /词类连书0!或

/语部分写0!普通以为是五四前后拼

音文字运动者所主张!其实也可以追

溯到蔡锡勇,( 文末作者还特别附录

语文文献书目五十二种!并一一标列

各书之出版年份%中西历&!出版地!著

作人姓名-籍贯以及附注(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关于语文

文献号目第一辑$%含附录&堪称陈望

道随后发表于
!"&"

年
!!

月*文艺思

潮$第二卷第一期上的*中国拼音文

字的演进111明末以来中国语文的

新潮$一文的姊妹篇( 后者正是在前

者的文献基础上完整而详实地梳理

了明末以来中国拼音文字的演化进

程( 这篇佚文的发现!使我们更好地

了解到此一阶段陈望道对拉丁化新

文字持续而深入的探索痕迹(

*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一文发

表于
!"3$

年*东方文化$第一卷第四

期(陈望道从历史性的视角介绍了从

明初至清末的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作

家以及散文演变的阶段( 他从.朝政

的腐败,.结社的纷起,两端推究明代

散文反见发达的原因!从.时代生活

影响文风,.文人心理的倾向,推究明

清散文的演化( 他以为.人类的某种

演进! 往往非待生活达到某种阶段!

是不能实现! 比方现代的新文艺!不

能在中西隔阂的时代产生!就是一个

简明的例子( ,特别强调时代环境对

文学所具有的极大影响( 另一方面!

他还提出.舍其旧而谋是新,!.以推陈

出新的方法!使一切文化!继续向前

发展( 我们鉴于以往的失着!今后当

如何致力于新文化的创造(,早在三十

年代初!陈望道曾译日本著名文学批

评家川口浩的*关于文学史方法的诸

问题$!服膺川氏所论./不是人类意识

决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会的

存在决定自己的意识0!这个历史唯物

论的基本命题!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也

是给了不可移易的解决的锁钥( ,而

此文所透现出的正是陈望道一直以

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场

和方法(

!

陈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