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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上漫与

■陈尚君

陶敏教授的遗著
陶敏教授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因肺癌去世。 他的助手李德辉

教授曾是我的学生， 当天下午将

他的生平履历、 著作目录及后事

交待邮发给我， 特别提到还有许

多已完未完稿有待整理出版。 我

当天晚上撰写悼念长文， 同时交

《东方早报》 与 《中华读书报》发

表，次日赶到湖南湘潭送行。

告别会上， 我发言中特别提

到，陶敏教授的著作是当代中国学

术的重要部分，希望他所任教的湖

南科技大学校院领导和学生同事，

对他遗著的出版给予重视。很感欣

慰的是，各方出力，尤其是李德辉

教授倾注几年的心力，完成老师遗

著的整理，已基本完成出版。

陶敏教授遗著的价值和出版

情况，简略介绍如下。

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集贤

注记》， 中华书局 2015 年 6 月出

版。《景龙文馆记》原书十卷，唐武

平一撰。平一是武后族曾孙，武氏

权倾天下之际，他采取躲避态度，

得以远祸。 此书详尽记录景龙二

年（708）四月至四年 （710）六月 ，

唐中宗与文馆群臣几十次游历唱

和的过程和作品， 参与者包括几

十位著名文人， 如此大规模唱和

最终导致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

成。 《集贤注记》三卷，唐韦述撰。

述为盛唐时期著名历史学家，至

今能完整读到初盛唐史事， 靠他

在安史之乱中拼死保存下来。 玄

宗即位后重视文化建设， 初命群

臣整理图书，继设集贤院于两京，

由宰相知院事，凡图籍宝藏、著作

编纂、文化建设诸事，皆由集贤院

主持 。 韦述供职集贤院长达 40

年，对院事始末、制度建设、图籍

管理、文人出入均极其熟悉，此书

成为了解盛唐文化繁荣的重要记

录。二书宋以后久佚，但宋人引录

极多，仅《景龙文馆记》有过贾晋

华辑本。 陶辑二书各有 12 万字，

校订认真，征引丰沛，足可信任。

陶敏主编、李德辉副主编《全

唐五代笔记》， 三秦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出版。 此书完成较早，陶

敏前言写于 2005 年，出版一再延

滞， 版权页时间在陶敏去世前一

个月，实际见书则在 2014 年。 全

书篇幅多达 363 万字， 首次完成

全部唐人笔记校订 ， 收书数达

143 种，都能征存较早记录，调查

善本与存世文本， 在反复比读后

写定文本。无论存本之校订，佚著

之辑录， 以及条目交叉之认定与

文字讹误之改正，都尽了努力。

陶敏主编、吴广平副主编《中

国古典文献学》， 岳麓书社 2014

年 6 月出版。此书本为校内教材，

2005 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

经十多年应用及反复增订， 完成

新版。此书以我悼念长文代前言，

我又新写了一节附记， 认为该书

“融合了陶敏先生及其研究团队

在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方面的许多

具体实例，如关于唐代笔记校订、

唐代诗歌订误、古籍文本解读、唐

人生平梳理等方面的心得。此外，

有关避讳学、总集编纂、四角号码

检索、常见学术网站的介绍，也简

明清晰，便于掌握运用”。

陶敏遗著、李德辉整理《元和

姓纂新校证》， 辽海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出版。 《元和姓纂》，唐人

林宝撰于元和七年（812），根据唐

代重要官员的家族实际情况，并

广征当时得见的汉唐姓氏书与公

私谱牒，编纂而成，是研究汉唐士

族谱系的最重要文献。原书久佚，

清四库馆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

出，所载多达近两万人名，文本错

讹极其严重。四库本为一校，光绪

间洪莹刻本为二校， 民初罗振玉

为三校，稍后岑仲勉作四校，1994

年中华书局约陶敏与郁贤皓，将

岑著与洪本整理刊布， 此 《新校

证》近乎是五校或六校了。陶敏工

作的重点是充分利用新出石刻文

献，作全书的考证校勘辨伪，具有

重要价值。

陶敏原著、李德辉编校《唐代

文学与文献论考》， 辽海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出版。 这是陶敏的

第二部学术论文集， 是中华书局

2010 年出版《唐代文学与文献论

集》的续编，收录已发表未发表、

已完成未完成的文章 140 多篇。

编次包括十个部分：1. 唐代诗文

综合研究，2. 唐代作家生平事迹

研究，3.唐人墓志及《姓纂》研究，

4.唐五代笔记小说研究，5.唐五代

文集提要及正史校勘，6. 书评，7.

自着前言后记，8. 治学经验谈，9.

书序 ，10.陶敏论著目录 、年谱及

纪念哀挽文字。 其中有很多未成

稿， 保存了一位学者从酝酿选题

到积累文献的原始记录。

陶敏遗著，除《刘禹锡全集编

年校注》 增订本即将由中华书局

出版，其他都已问世。李德辉在前

书后记中说：“本书编校的完成，

标志着陶敏先生学术遗产清理工

作的全部完成。 ”“尽管编校累一

点，但我在所不辞，心甘情愿。 ”

“可以对得起陶先生亲友了，陶先

生泉下有知， 亦当含笑。 ”20 年

前， 陶敏推荐德辉到复旦跟我读

博士， 现在他以这一方式回报老

师的关爱， 我为有德辉这样的学

生感到骄傲。

陶敏经历坎坷，45 岁方进入

专业领域，初任教于湘潭师院，并

校后称湖南科技大学， 既非中心

城市，学校藏书也有欠乏，他硬是

以惊人的毅力与超人的感悟，以

存世唐代基本文献为主要依凭，

完成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跻

身国内一流学者而无惭色。 这里

无法作全面评述与介绍， 仅举他

在《全唐诗人名综考》中，对宋本

白居易诗的校订， 与他没有见到

的日本存古本相印证的几个例

子，来加以说明。

《喜与杨六侍御同宿 》，陶谓

杨六为杨汝士，作侍郎为是，今知

《千载佳句》及藤原基俊古笔正作

侍郎；《旱热》注：“时杨、李二相各

贬潮、韶。 ” 陶谓杨、李二相指杨

嗣复、李珏，会昌初贬潮、昭二州，

“韶”字误，金泽本白集“韶”正作

“昭”；《春来频与李二宾客郊外同

游因赠长句》，陶谓李二宾客为李

二十宾客之误，为李绅，藤原基俊

笔“二”正作“廿”，恰可据改，今人

或谓“李”上疑夺“刘”字，则属误

校。类似的例子很多，我还记得他

曾考某诗内容与诗题人名不合，

认为诗是赠给该人之下一代者，

我近见宋元《镇江志》引《润州类

稿》此诗题下有“之子”二字，圆满

解决了他的怀疑。当然，古籍校改

中的考证推定并非皆可以作结

论，如白居易《蔷薇正开春酒初熟

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

饮》一诗，陶谓刘十九、崔二十四

皆称行第，张大夫之“夫”字疑为

衍文，推测当作“张大”，日本大江

维时《千载佳句》卷上《人事部·招

客》引此诗，“大夫”作“十八”，知

此处确有疑问， 但推测与书证稍

有差距。前人说古籍宜慎改，原因

在此。 举例虽皆细节， 但集腋成

裘，于一代文献建设关系巨大。

对于学者来说， 学术著作是

生命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我与陶

敏教授自 1986 年起通信交往，前

后历 28 个年头， 因治学兴趣相

近，常有相知难得之感，他读书之

慎密精微， 更让我常有瞠乎其后

之感。 他生前已出版专著 16 种，

身后还有上述诸书留给学林，足

为当代楷模。

精读很重要
———肖复兴先生谈读书

■石 焘

肖复兴先生是“老北京”，听他谈北京

的美食、北京的建筑、北京的语言，都别有

趣味。 但让我收获最大的，还是他对读书

的见解。

肖复兴已出版近百部著作，可关于读

书，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让人吃惊不

小，他说：“其实我读书并不多，关键在于

怎么读。 ”后来细细琢磨，肖先生此言并非

谦辞。 我多次去先生家拜访，每次都欣赏

他的藏书。 先生的藏书不多，放在不满一

面墙壁的书柜里， 几年来始终没有增加。

一次先生还对我说：“我这里有一些书需

要处理，你看看是否有你能用到的？ ”我挑

书时， 先生又说：“现在各方面来的书太

多，很多都用不到。 作为老师和家长，如何

挑选书让孩子读，很需要眼光。 如何读书，

就更需要智慧和方法了。 ”

听先生如此说，我的兴致来了 ，很想

听听他自己是如何读书的。 以后的几次见

面，我都会找机会询问先生的读书方法。

先生很重视精细化的阅读，他认为只

有花功夫精读和细读，才能提升读和写的

能力。 如何精读和细读？ 先生曾说过几种

读书方法。

阅读需要积累，摘抄是很重要的积累

方法。 先生年轻时就曾摘抄过几个本子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胡萝卜须》等书的精

彩片段。 摘抄过程就是浸入语言文字、深

入理解作者情感的过程。 对摘抄的文字，

要反复揣摩品读。 先生强调，摘抄不是死

记硬背， 不只是了解作者的只言片语，而

是对作者精彩语言反复琢磨消化的过程。

如此阅读才是很好的积累。

先生主张写读后感或书评。 读完一本

书或一篇文章， 如果只是了解大概内容，

没有发现这本书或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

没有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就不是真正的阅

读。 《我的读书笔记》《读书知味》是先生写

的读后感和书评的两本结集，是他谈自己

如何读书、如何写读书心得的文字。 读后

感或书评不宜面面俱到， 求全不如求细，

文章内容要小一点，细一点，深入一点，最

好抓住一两点有心得的地方详谈。

我曾写先生著《中国节气》的书评，他

看了初稿认为内容过于庞杂，建议我重点

就书中的“文化密码”和“心灵感触”进行

详谈。 修改后的书评可读性好了很多，很

快就发表了。

读书还要有一些趣味性的发现。 去年

夏天拜访先生， 谈到了中国古典诗词，先

生觉得施蛰存《唐诗百话》写得很好，有很

多趣味性的解读。 他突然问我：“你说‘桃

花潭水深千尺’ 这句诗为什么是桃花，而

不是别的？ 难道仅仅因为这潭水的名字叫

桃花潭吗？应该不是的。 ”我想了想说：“也

许是因为‘桃花’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美

好，而这首诗表达的就是李白和汪伦美好

的情谊，桃花与之相呼应吧！ ”类似的对

话， 我觉得也是精细化阅读的一种方式，

就是抓住一两个关键性的字词，思考其中

妙处，其乐无穷。

还有一次，先生谈到孙犁小说 《荷花

淀》中“苇眉子”的价值，觉得这个小物件

孙犁先生在文中多次提及，应有其独特的

意义。 后来他专门撰文指出，《荷花淀》中

的苇眉子和菱角等小物件，为小说营造氛

围、衬托心灵、塑造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让小说有了别致而细腻的韵味。 读书时

关注细节，不断琢磨和联想，会有“曲径通

幽”之感。

现在中小学校大多向学生推荐阅读

书目，先生认为这是好事，但要注意选择

并介绍读书方法。 先生坦陈，自己在高中

毕业前四大名著都没读完，只是读过其中

片段。 他说，四大名著确是好书，但如果实

在提不起兴趣，也可等到将来再读 ，读书

应该是很个性化的行为，不是每个人在中

学阶段都能读四大名著的。

陶敏教授和他的部分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