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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留珠

前不久! 获得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的%陈登原全集&

!以下简称"全集#$!由浙江古籍
出版社出版行世' 这是我国文化
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值得拍手
称贺'

陈登原(

#78"9#7$:

)!我国现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与王国维"陈
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家齐名!民国
时即被并称为近世史学宗师之
一'早年!曾先后任金陵"之江"中
山等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中国成
立后!应西北大学校长"著名历史
学家侯外庐的邀请赴古都西安!

自
;7:"

年起! 执教于西大历史
系! 任教授* 另还担任图书馆馆
长+ 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这
里!他一干就是二十五个春秋

<

把
自己一生中最成熟的年华献给了
祖国大西北的文教事业'

陈先生治学! 以其深厚的文
献学功底为基础!于广征博引"综
合梳理中显现深邃的见解! 树一
代史家之风范' 早在

#7!%

年!他
便出版了第一部著作! 而该年上
半年他还是东南大学学生' 此后
漫漫的半个世纪中! 他始终笔耕
不辍!著作等身'今十六卷%全集&

收录的专著有二十四部" 论文集
一部"诗集一部!向我们全面展示
了这位大师级学者的学术面貌'

例如%古今典籍聚散考&!为我国
第一部全面研究典籍聚散问题的
专著!在陈氏以前还没人系统"全
面探讨过这一问题'再如%中国文
化史&!与其师柳诒徵的同名专著
被誉为,文化史双璧$!在国内外
均有着广泛的影响' 特别是他自
三十九岁开始写作" 直到二十年
后才得以陆续付梓的二百万字巨
著%国史旧闻&!乃国内第一部笔

记体的中国通史! 更是蜚声海内
外 ! 深受学界的推崇 ' 另如他
#7==

年编著的 %高中本国史&教
材!第一次列有,四大发明$的条
目! 把古代科技成就的弘扬宣传
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这样一部%全
集&!学术价值高!学术意义大!其
对于存续学脉"承继学统!可谓功
莫大焉'同时也为世人的研究"后
学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亦
堪称功德无量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陈先生
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率直!从不
隐瞒自己的看法! 具有正直知识
分子的传统特点' 多家报刊曾登
载的陈登原争稿费的故事! 便是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知道!在
极左思想影响下! 相当一段时间
内对知识分子劳动价值估计偏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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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联书店出版%国史
旧闻&第一分册时!拟定的稿费为

千字十二元!陈先生认为不合适!

提出千字十五元的要求' 在当时
的政治形势下!如此争稿费!是需
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冒很大风险
的' 对此!%全集&最后所附%陈登
原先生年谱&有详细的记述'所以
%全集&于全面展现先生的学问之
外!也反映了他的为人'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 作品就
是他的灵魂' 当一个学者逝世多
年之后! 他的作品如果能在自己
家乡得以出版! 无疑是极大的幸
事!颇符合,魂兮归来$的古义' 陈先
生! 浙江余姚人' 其出生地周巷
镇!今属慈溪'现陈先生%全集&由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应该
说是实现了,魂归故里$之愿望的'

不过! 事情的因缘似乎到此
还不算完结'离余姚"慈溪不远的
宁波天一阁! 为我国现存最早的
私家藏书楼! 也是亚洲现存最古

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
族图书馆之一' 对于这样一处文
化圣地! 陈先生自然也有着读书
人普遍心存的崇仰之情和研究兴
趣' 凑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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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
先生在宁波女子中学及宁波商业
学校任教!于是特地造访天一阁!

并撰成%天一阁藏书考&!于
;7=!

年
7

月由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
研究所印行'

此著被论者誉为全面研究
天一阁藏书史的第一部著作' 全
书分为九章 -,三百年前浙东藏
书之胜$",天一阁主人$",天一阁
收藏之来源$",天一阁之组织及
管理$",天一阁与四库全书$",天
一阁书目及其内容 $" ,菁华小
记$",天一阁之散佚$",天一阁之
善后问题$' 另有附录四篇-,书
天一阁书目后 $! ,天一阁始末
记$!,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

,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
录$' 令人不无慨叹的是!如此一
部天一阁藏书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即将出版时!却遭遇日本侵略
者的战火蹂躏!书稿被毁' 陈先
生记其经过云-

兹稿成于二十年春 !此指中

华民国纪年"下同#"即付上海商

务印书馆印刷$工事未竟"沪变忽

兴"覆瓿之物"亦遭国难$伤哉%嗣

后追事补缀"半载始成$哀邦家之

艰难"痛典籍之飘零$ 抚物感时"

又岂仅一人一书之厄而已哉$

登原又识$ 二十一年九月$

尽管如今天下大变! 当年的

,艰难$",飘零$已经不复存在!但
读先生这一小记! 昔日的国难似
仍然历历在目!使人唏嘘不已"没
齿难忘也'

也许因为如上这段特有的天
一阁往事的缘故! 所以当陈先生
逝世三十五年后! 其子女将他的
遗著与手稿共五十四种" 一百七
十二册!捐赠给天一阁博物馆'而
慧眼识珠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不失
时机地主动与天一阁博物馆合
作! 以陈先生子女捐赠的全部手
稿为基础! 又广泛搜集先生已出
版"发表过的著作和论文!梳理编
辑成%陈登原全集&出版'

综观陈先生%全集&成书及出
版过程! 似乎总感到冥冥中有一
种机缘的力量在推动它的前进'

先生从浙江一个小镇走出! 历经
大半个中国而落脚于古都西安!

终其不寻常的一生'但最后!他的
著作却集中回到家乡!出版为%全
集&!演绎了一段学者,魂归故里$

的佳话'而这当中!天一阁无疑是
链接的关键' 如果说当年先生撰
著%天一阁藏书考&!是带有某种
偶然性的行为的话! 那么本世纪
初先生家人捐赠手稿" 遗著给天
一阁! 则明显是一种必然性的结
果了'是的!像陈先生这样一位关
注天一阁"研究天一阁的学者!其
学术成果即其灵魂的最后归宿!

自然非天一阁莫属' 从这种角度
来看!%全集&演绎的,魂归故里$

的佳话!更确切地说应该叫作,魂
归天一阁$才最为妥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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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珍品!旧版本新价值

其实!民国文献的保护整理一直以来
是学术界的一项重大工程'民国离现今虽
然并不遥远!但由于当时纸张和印刷技术
的局限!对民国时期的文献进行保存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情' 目前!大多数图书馆都
已编成民国文献馆藏书目!或已建成书目
数据库!但随着保护"整理"利用和研究的
深入!大家发现简单的书目编制只能揭示
馆藏的数量!而对质量!即馆藏中的珍本"

善本"有价值文献等无法充分展现' 尤其
是在前人已编制的目录或整理出版成果
中尚未被发现或遗漏的文献!还需要进一
步充分挖掘' 因此!上师大图书馆开展了
对馆藏民国文献的深度梳理!在对民国文
献出版概况"馆藏情况进行充分研究的基
础上展开!不仅可以摸清家底!而且可以
找到和发现文献的价值和精华!为全国范
围内民国文献的普查和整理提供文献线
索'另外!通过图录形式揭示珍稀本文献!

相较普通书目更加直观和真实!如一些珍
贵的签名本"批注本等!即可通过这一方
式有效如实地展示!同时也以图片形式保
存原始记录!保护原始文献'

据蔡副馆长介绍 ! 上海师范大学图
书馆共有馆藏民国文献近六万册 ! 其中
民国图书近四万册! 期刊一千余种近两
万册' 此次出版的图录共收录馆藏民国
文献二百五十二种! 以民国时期名人著
述 "有影响的学科代表作 "珍稀版本 !重
要著作的初版或早期版本 ! 以及馆藏较

为有特色的一些小题材文献如敦煌学研
究著述"民国老教材等为主要对象' 图录
分为哲学 "政治法律 "经济 "教育等十二
个大类! 每个大类均有两千字左右民国
文献出版概述及馆藏概况介绍 ! 对民国
时期各学科文献的出版情况进行概括 !

并作为此书文献选录的学术依据 ' 而在
收录的时间范围上!主要为民国时期 !即
;7;!!;7A7

年出版发行的原始文献 ' 考
虑到民国时期的一些报刊创刊于晚清 !

某些学科研究也发端于清末 ! 为揭示民
国期刊的源流以及教材的发展轨迹 !并
兼顾学科研究的延续性! 图录也收录少
量清末期刊"图书及老教材'

而在这次摸清家底的过程中!也的确
发现了不少宝贝'比如上师大图书馆的另
一个特色馆藏敦煌学'民国期间出版的一
百余种敦煌学著作! 上师大馆藏近半!藏
品包括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录本...王仁

俊辑印%敦煌石室真迹录&!该书为国粹堂
宣统元年(

;787

年)刊本!线装!石印' 另
外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刊印的一系列对
后世敦煌学有着重要和深远影响的学术
著作的初版!如罗振玉%敦煌零拾&%敦煌
石室碎金&+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
敦煌杂录&+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以及王
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等'

意外之喜还包括很多名家名作的早
期版本!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鲁迅的 %彷
徨&+郭沫若的%女神&+戴望舒的%我底记
忆&+艾青的%大堰河&+朱自清的%背影&+

周作人的%知堂文集&+王国维的%词话笺
证 &+朱东润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

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等'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7A$

年
:

月初版的%围城&' 作为钱锺书
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小说写于

;7AA

年!

;7A%

年
!

月至
;7A$

年初连载于
%文艺复兴&!一般将此称为初刊本'

;7A$

年
:

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围城&

是最早的单行本!即小说的初版本' 小说
出版后颇受欢迎! 且引起了强烈反响!并
于

;7A>

年
7

月再版 !

;7A7

年
=

月三版 !

由于年久量少!目前已不多见'而
;7A$

年
:

月初版的%围城&存世更是稀少!国家图
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均未入藏此版本'

!887

年! 北京德宝春季拍卖会新文学专场中!

该版本拍出了一万两千三百二十元的高
价'

!8;:

年有此版本在孔夫子拍卖网上
以一万三千元成交'

另外比较罕见的版本如瞿秋白著
%乱弹及其他 &的初版平装本 !此书首版
由爱国工商人士 + 进步文人谢澹如以
,霞社 $的名义出版于

;7=>

年
:

月 ' 这
也是所有瞿秋白著作版本中最为罕见
的版本 !弥足珍贵 !被新文学版本收藏
家称为 ,谢版 $'

;7A%

年 !晋察冀新华书
店据此版本出版了解放区的毛纸本 '

;7A7

年
%

月 ! 山东新华书店根据
;7A%

年晋察冀版翻印了此书 '

!8;=

年 !霞社
初版精装本以七万八千元的价格于孔夫
子旧书网上成交'

这些民国珍贵文献 ! 虽然只是以图
录形式呈现!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它们的
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辨章学术!考镜源
流$!正是由于上师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
辛勤付出!它们的身姿才得以展露' 而这
样的工作 !其他图书馆 +高校 !以及专业
收藏研究机构也都在做! 正是他们持之
以恒的努力 !才使得这些 ,宝贝 $没有被
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陈登原全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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