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学术为使命的学者!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죚会贯通!增广

见闻!为把自己活成一部"活的

书#而时刻准备$为学之道!是将

长时期修养积累的成果构成一

个封闭体系为好%还是将自己作

为某种媒介!죃汇聚此间的问题

经过思维辩证之后启发出他人

更多的探索为好%

笔者无学! 现把关于顾颉

刚著述的文献学方面的几个

"得其间 & 的零星观察作一呈

现!一方面是公布闻见!一方面

也是提出问题! 쾣望海内读者

共赏之后能够有以教我$

튻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有一

段话)

뗚二册的稿子约略辑成 !

튲分作三编" #$헢些文字都

是数年来在各种刊物上零碎发

表的! 웤中待讨论修正的地方

很多% !第 ! 页"

닩 !""# 쓪中华书局影印

的'古史辨自序 (手稿 !发现引

文中*뫜多#的 *뫜 #字 !在手稿

中写作*莍#字+춼 ",-

这个 "莍 &字 !在手稿下一

页也可就近找到一例+춼 !,$这

一处 "莍 &字 !在排印文字里就

作"莍&$ 其实只要看到影印手

稿第 $ 页"莍&字左边十分清楚

的单人旁! 就可以知道并不是

"뫜&字$ 至于该字右边的"녍&

탎! 在手稿第 % 页也可找到一

个参照物+춼 #,$

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手稿上写的确是"莍&字!

排印文字中的 "뫜 &是一错字 !

大概由于"莍&字书写在红色边

线上.写得较小.右旁"녍&的行

草体易与 " &탎相混而造成 $

后世所有的 '古史辨自序 (냦

本!都作"뫜&$ 然而!"莍多&与

"뫜多&在语意上几乎无所差别

+맘于 #莍 $的大量语例 %可参

&몺语大词典'第 " 뻭第 "$"%(

"$!& 页,$ 所以这个排印的错

字!词不害意!顾氏校对时应该

不会措意!짵至根本没有发现$

不过! 在手稿本与排印文

字之间! 也有一些文字变化可

以确定是顾颉刚有意识修改的

结果$ 例如'自序(첸到 &'!( 쓪

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之后的学术进展! 提及在笔记

中围绕着若干题目搜集材料 !

其中一个题目是)

뒺秋战国时的书籍 &훸作'

뗤藏'뒫布'룱式等(% !第 '%页"

而在影印手稿的第 !&%

页 !并没有括号内的 "著作 .뗤

藏.뒫布.룱式&뗈文字!这样的

内容! 一定是顾颉刚本人加上

去的$ 添加的时机是交付手稿

之后! 顾氏拿到排样稿之际又

做了一番修改$

以上是在字句层面! 뻙了

两个'自序(文字前后变化的例

子$ 笔者还想以一张纸面为单

位! 立体地透视一下这张纸面

上的墨迹) 쓄部分是先写上去

的!쓄部分是后写上去的$ 뷱以

影印本第 )*& 页也即'自序(最

后一页为例+춼 (,$

在这一纸面上分析出时间

层次的关键线索! 쓋是落款的

书写位置必定要与最后一段正

文隔开几行$ 틲此!这一面于 $

퓂 &# 日最初写完的样子!应当

如+춼 ',所示+我们这里先采取

"大放小 &的办法 !右侧阴影

部分的文字暂不考虑在内,$

在+춼 ',的基础上!顾氏进

行了第一轮的修改!结果如+춼

),所示$

两个红框里面的文字增

删!是同一轮改动的结果)볈然

在原先的最后一句话后面又添

写一段话! 쓇么原先落款的位

置必定要移左! 于是把原有落

款划去! 탂的落款日期是 $ 퓂

&' 日$这两处红框的一增一删!

可以作为特定一轮修改流程的

标准!用来归类其他文字$ 此后

顾氏再进行一轮修改! 把落款

改为 $ 퓂 !" 日!也是"草毕&的

日子+춼 $,$

同样! ퟏ色方框虽然只在

这一页上! 떫也可以涵括其他

页面上的许多修改文字! 将其

归为同一个时间层次$ 以上只

是单纯根据落款位置与正文末

行之间的距离这一惯例! 将此

一纸平面立体地分为三层$ 而

一旦我们探寻'顾颉刚日记(关

于写作'古史辨自序(过程的记

述!还会发现特殊的标志$ $ 퓂

&" 日! 记载 "草自序三千余言

+初稿毕,&$在此后的阶段!$ 퓂

&! 到 &) 日都有"改&믲"修改&

自序的记载$ $ 퓂 &# 日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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맘于顾颉刚著述的文献学札记!쯄则"
벾琳超

!쿂转 "# 냦" !

!춼 "")뫜多 $的 *뫜 $字在手稿中

写作*莍$字+

!춼 !"此页上的#莍 ,字 %在排印文字

里就作*莍,+

!춼 #" *莍 ,字右边的 *녍 ,

탎%在此页可以找到一个参照物+

!춼 ("펰印本第 '$" 页%

벴&ퟔ序'最后一页+

!춼 '" 펦是 !춼 ("于 ( 퓂

") 日最初写完的样子+

!춼 )"是在!춼 '"的基础上进

行的第一轮修改+

!춼 $"퓙进行一轮修改 %냑落款

改为 ( 퓂 !& 日%튲是*닝毕,的日子$

맋颉刚的学术底色!其实是古典式"폈其宋代至清代#古典学研究的$벯大成者%벰其现代转化者& 헢

是在$돶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新时代背景下!탨要后学们悉心领会的一份瑾瑜一般的巨大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