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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忘记的吴兴华

吴
兴华文学身份多种多
样! 说他是诗人" 评论

家 "翻译家 "学者 "英美文学教
育家!等等!都对!都不错#若从
中国现代文学史角度考察 !他
是有自己鲜明风格的新诗人 !

才最为重要$ 但他又是写了许
多新诗却在生前没有出过一本
新诗集的诗人! 这在现代文学
史上颇为少见$ 对与他一起在
!"#$

年代诗坛崛起的穆旦!吴
兴华在

!"%&

年
'(

月
()

日给
宋淇的信中就明确表示% 穆旦
&从许多角度看起来!可以说是
最有希望的新诗人'$穆旦生前
毕竟已出过 (探险队)(穆旦诗
集)(旗)三本新诗集!而吴兴华
却一本也没有$

*"%"

年以后的
+,

多年时间!这位新诗人几乎
被遗忘了$只在

*"-&

年昙花一
现 !在 (人民文学 )

.

月号上发
表了(咏古事二首)$时光流转!

一直要到消失
+&

年之后 !(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

年
第

(

期推出 &吴兴华专辑'!他
的名字和诗作才开始进入中国
新诗研究者的视野$ 这种情形
与张爱玲重新 &出土 '!庶几类
似$

*"..

年
*(

月江苏文艺出
版社出版吴奔星先生主编的
(中国新诗大辞典)! 吴兴华以
一首 (西迦 )入选 $

*"".

年
*(

月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钱理群
先生主编的 (中国沦陷区文学
大系*诗歌卷)!吴兴华入选

*.

题
(,

首之多!成为入选作品最
多的沦陷区新诗人! 可见研究
者已越来越重视吴兴华$

(,,-

年
(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
文景 '推出了 (吴兴华诗文集 )

+以下简称 (诗文集 ),!分诗卷
和文卷两册$ 这是第一部吴兴
华文学创作-评论和译文集!虽
然缺漏在所难免$

之所以简要回顾
*"%"

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吴兴华的
出版和接受史! 无非是要说明
对吴兴华这位杰出的诗人 !出
版他的全集是完全必要的$ 从
这个意义上讲!新年伊始!广西
师大出版社推出五卷本的 (吴
兴华全集)+以下简称 (全集),

是一件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界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欢迎的大
事! 是建立吴兴华研究文献保
障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从

篇幅而言!(全集)诗集共收
*)%

题!两百多首新诗!而(诗文集)

仅收
)+

题 ! 八九十首诗 .(全
集) 文集收其对中外文学的评
论和散文共

(-

篇!而(诗文集)

仅收
*)

篇$ 特别是文集还收录
新找到的吴兴华的大学毕业论
文 (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
诗学研究中的运用 )! 十分难
得$ (全集)新增单独的译文集!

译作莎翁的(亨利四世)又单列
一卷!这样!译文部分在(全集)

中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 由此
也进一步凸现了翻译在吴兴华
文字生涯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

两相比较!显而易见!(全集)展
现了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吴兴
华! 为研究吴兴华打开了一个
更大更深广的文本空间$

尤
其值得称道的是(全集)

&首次公开吴兴华写给
挚友宋淇的书信六十余封'!这
是吴兴华研究的一个重大发
现$ 犹记张爱玲(小团圆)出版
前后! 我数次拜访香港宋以朗
兄! 翻阅过他出示的吴兴华致
宋淇的这批手札和吴兴华诗
稿! 还有傅雷和钱锺书致宋淇
的大批信札$ 而今吴兴华致宋
淇的信札终于整理问世! 实在
令人高兴$ &全集'是一个作家
毕生文字成果的总汇 ! 所谓
&全'就是 &完全 '-&全部 '-&完
整'之意$ 现代文学研究界目前
的基本共识是!&全集' 不仅应
该收入作家已经公开发表的各
类作品-作家留下的手稿!还应
收入研究作家生平和创作无可
替代的他的书信和日记! 哪怕
由于这样那样的- 历史的和现
实的复杂原因! 一时不能全部
收入至少也应收入部分! 否则
称之为 &全集 '难免引起质疑 $

证之以鲁迅-巴金等的全集!莫
不如此!最近出版的(冯雪峰全
集) 甚至把他各个历史时期所
写的交代和 &揭发' 材料都收
入了$ 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作者!

尊重历史$ 因此(全集)把吴兴
华致宋淇的信札完整收入 !单
列一卷!使&全集'名副其实了$

这批自
*"%,

年
&

月
*.

日
起! 至

*"-(

年
&

月
*"

日戛然
中断的信札! 时间跨度长达

*(

年! 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一封不

缺! 但吴兴华致宋淇信札的绝
大部分!应该都在了$ 这批信札
之所以吸引人! 不仅在于吴兴
华视宋淇为挚友-畏友!推心置
腹!无话不谈!更重要的是几乎
每一通都是论学书简$ 吴兴华
在信中向宋淇畅谈读诗写诗心
得! 交流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
国文学名著的看法! //因为
是私人通信!没有顾虑!所以他
在信中不断臧否当代作家和诗
人!赞弹分明$他毫不留情地批
评许多新文学家! 虽然他自己
也一直写新诗$他

*"%(

年
)

月
("

日信中明确表示 %&现代这
些文学史家真使人哭笑不得 !

连李健吾也在内! 读过一点外
国东西!便趾高气扬$事实上他
们学问更比起古人最浅陋寡闻
的也不过是太仓一粟$ 怎能对
他人妄加讥评0 人家一句话有
多少书作后盾! 他们的话后面
就有一本胡适!与他的1白话全
好派2'# 同年

**

月
(+

日信中
又提醒对方%&我劝你不要太为
一班新文学家所迷! 看不起古
人# '

*"%+

年
&

月
.

日信中又
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

&想起来也可笑!我们现在不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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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1五
四2的博士们!他们胡乱的推翻
打碎! 结果责任落到我们晚一
辈的肩上来再作挽救工作# 此
外我还有些咏古诗也是纯粹以
一种 1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适与
新文学运动2的态度写的# //

我绝没有把那认为现代文学唯
一出路的意思! 我是想既然新
文学想要 1拔戟自成一军2!就
得表示出来它也能容纳过去的

文学! 特别是其中一些不可否
认的美333要完全推翻过去 !

结果不管它的好丑完全置之不
顾!这原是很容易的事#新文学
现在处处露出完全与过去不发
生关系的模样!同时有好些人!

987:: 567;4 67045:

! 还觉得这是
新文学足以自傲的地方# 我深
信这样下去绝对不行! 如今要
争执的只是接收融化过去文学
的程度问题! 这是一条必须采
取的路径!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
的# '吴兴华这样一再向&亲爱
的朋友'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于
他敏锐地看出了当时新文学所
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他在新诗
创作上所作的从题材到形式都
向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资源的尝
试! 又与当时张爱玲在小说创
作上的努力异曲同工# +有趣的
是他

*"%"

年
*$

月
*+

日的信
确实提到了张爱玲的小说 ,吴
兴华虽然是自负的! 他在信中
对李健吾-梁宗岱-冯至-林庚-

周煦良等不同程度的批评既是
明证! 但他对自己的诗作也有
深刻的反思 !

*"%&

年
*(

月
()

日的信中在上引充分肯定了穆
旦之后! 又接着说%&他的语言
是百分之百的欧化! 这点是我
在理论上不大赞成的! 虽然在
实践上我犯的过错有时和他同
样严重!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他的诗只能给一般对英国诗熟
悉的人看!特别是现代英国诗!

特别是牛津派! 特别是
<4=7>

!

这种高等知识分子的诗不知在
中国走得通否0 ' 这段结合自
己创作中的问题对穆旦早期诗
作的批评我认为切中肯綮 !颇
有分量#

此外! 吴兴华这批信中还
多次提到了他早年的文坛交
游!如

*"%+

年
*(

月
**

日信中
提到毕树棠-常风等&念英文的
老前辈' 称钱锺书为 &国宝'!

*"%%

年
*,

月
*+

日信中提到
与姚克等人在北平相聚 !

*"%&

年
*

月
(+

日信中写到他与夏
氏兄弟一起游览颐和园等等 !

都是难得的史料 # 遗憾的是 !

(全集)对这批书信的整理还不
尽如人意#

*"%+

年
*(

月
**

日
信中的 &华树棠 '应为毕树棠 !

*"%&

年
*,

月
(.

日信中的 &庞
董琴'应为庞薰琹#更不应该的

是!编为
*"%+

年
*(

月
(*

日的
信系年有误 # 此信开头即云 %

&悌芬!信及 (新语 )剪页收到 !

周煦良先生的介绍言之过重 !

很叫我惭愧! 所选的诗不大惬
意! 我自觉较好的诗是如 (荆
璞)(吴起)(贾谊)(岘山)诸篇!

及十四行! 那些零碎短诗实在
当不起承前启后的话# '傅雷-

周煦良主编的 (新语) 半月刊
*"%-

年
*,

月
-

日在上海创
刊!吴兴华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在
*"%+

年就与宋淇讨论 (新
语)发表自己的诗0 而

*"%-

年
*(

月
-

日出版的 (新语) 第
-

期正是吴兴华诗作专辑! 周煦
良关于吴兴华诗那篇有名的也
即吴兴华在信中认为 &言之过
重 '的 (介绍吴兴华的诗 )就发
表在这一期#合理的推断是!此
信写于

*"%-

年
*(

月
(*

日!宋
淇在 (新语 )出版后立即把 &剪
页'寄给吴兴华!才引出了吴兴
华这一段议论#

与
书信集的个别失误相
比!(全集) 诗集分量最

重!问题也最大#诗集所收两百
多首诗!明确注明出处的仅

%,

多题
-,

多首!加上诗末注明写
作时间的

*)

题
(,

多首左右 !

总共约
.,

余首可知发表或写
作时间!其余一概欠奉# 作为一
部作家全集! 这是不能令人满
意! 甚至令人深感失望的# 当
然!可以说其余诗作均来自吴兴
华家人保存的手稿本和宋淇珍
藏的手稿本!但诗集并未作任何
明确的交代!唯一的例外是(无
题十二首)!注明了&自吴兴华手
稿录之'! 那么其他许许多多首
诗是根据什么&录之'的呢0哪些
是从家人保存的手稿本中录出!

哪些是从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中
录出!或者两者互见的!(全集)

编者理应作出必要的说明# 这
个许多诗作不明出处的问题在
(诗文集) 中已然存在!(全集)

更严重更突出了#

从 (全集 )各集看 !似乎是
所收诗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
后编排!虽然也未明确交代#以
此标准查对诗集!仍令人费解#

前述吴兴华在
*"-&

年
.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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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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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人$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 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

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 精于多门欧洲语言$在新诗写作方面成就极高$外文译
作备受称道& 被认为如天假以年$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近日$广西师大出版社五卷本'吴兴华
全集(出版$除诗文外$还收录论文%书信%译作$为研究吴兴华打开了一个更大更深广的文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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