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道静帮金性尧抄录的孙洙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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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昨晚起注唐诗三百首#第一篇为张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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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一百首%及

金性尧拟就的征求意

见对象的名单,部分-

个!唐诗一百首"#金先生也参加
了编选#入选的每一首都经过了
精心选择$发行前先印了一两百
本#叫%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的对象范围包括当时的中央政
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广大
的专家 '学者 #比如郭沫若 '茅
盾等#还包括中华印刷厂工人$

金先生做了几十年古典文
学的编辑#为他后来做!唐诗三
百首新注"奠定了基础$ !唐诗
三百首"出来以后#也有很多选
本#多是半文言注释的$上世纪
!"

年代末# 金先生在一次会议
上听到有学者讲 !唐诗三百
首"#就琢磨着能不能用白话的
形式做一个注本出来$ 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唐诗选" 是用白话注解的#参
加的有钱锺书等一流学者$ 钱
先生后来还独自作了 !宋诗选
注"#都很有影响$

作 !唐诗三百首新注 "时 #

金先生并不是一般地查查字
典'查查注解 #他是作家出身 #

对诗有着自己真切的感悟 #文
笔也很生动# 特别是那些小注
和人物评价# 都有着金先生独
特的角度和文采$

金先生从
#$

岁就开始写文
章了#

%#

岁去世$上个世纪
&"

年
代到 %文革 &结束的这

'"

年间 #

他写的东西不多# 但晚年写了
很多# 全集有

()

卷之多# 去掉
!唐诗三百首新注 "等 #也有三
四百万字#可以说#他是一个写
作非常勤奋的人$

我和金先生的交往比较
多$

(%*$

年我进古籍出版社#他
'+"!

年去世#相识
'"

多年$我曾
把他与书为伴的一生写在了一
本叫 !传薪者 "的小书里 #古典
文化就是靠像金性尧先生这样
的人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 正
是因为金性尧先生有着深厚的
传统文化基础# 又有在上海古
籍出版社这样一个专业出版机
构的工作经验# 再加上自己的
文采# 成就了 !唐诗三百首新
注" 这样一个在众多选本里面

出挑的本子# 也为古籍出版社
的品牌增添了亮色$

金文男!父亲去世以后#给
我留下了

%

本日记#是用那个年
代的工作手册写的# 记录着每
天审的稿 '接的信 '做的事 #以
及跟一些人的沟通交流# 我根
据他的日记以及一些回忆文章
知道一些大致情况$

我再谈一些细节和插曲 $

(%!*

年底# 我从江西农村回来
顶替父亲的职位进入古籍社 #

他办理了退休手续# 但实际上
退而不休#一切工作照旧$父亲
当时

$'

岁#精力还很充沛$

(%!%

年
)

月下旬#父亲随同
当时古籍社副总编陈落先生 #

到昆明参加中国历代文论选的
学术会议$ 会上#吴组缃先生谈
到了古典诗歌# 表示很想编一
本唐诗选本# 但总觉得不能超
过蘅塘退士的 !唐诗三百首"$

父亲听在耳里$ 当时%文革&刚

刚结束# 广大读者都迫切想看
书#苦于市面上没什么书$ 父亲
觉得!唐诗三百首"这一类书算
是很平稳的# 不会犯什么错误#

在任何年代都是要读的#便和陈
落提出来做一本$陈先生觉得很
好$第二天在走道上碰到吴组缃
时#父亲提出了想做!唐诗三百
首"的白话文注释本#吴先生当
即说了四个字(%很有必要$ &

回来以后
,

父亲提了这个选
题# 社领导也表示交由父亲来
做$当时他刚刚退休#相对于全
职上班来说#更宽松一点$所以
从
-

月
'*

日晚间起)这是我从他
日记里面摘录的*#着手进行注
释加工$

他每天都会记下当天注完
了哪首#接下来注什么#碰到了
什么问题#跟谁商量的#怎么解
决的++日记里都有简单的记
录$

#+

月份#这个选题被列入古
籍社次年的选题计划$ 父亲觉
得#白天在社里上班#晚上再做

的话#时间来不及#就和社领导
协商#上午到社里办公#下午在
家里面注释$ 他每天都要做到
夜里

#'

点#母亲不断地催促#他
才睡觉$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到
##

月
)+

日# 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
吧#父亲就把

)#)

首诗全部注完
了#最后又通读了

)

个星期$ 这
些在他的日记里都有非常清晰
的记录$ 他撰写的前言也颇具
特色# 我在华师大中文系的老
师祝文品先生就跟我说过 #父
亲的前言写得非常好# 此外还
有作者小传$

#%*+

年元旦第二天上班 #

我把父亲的手稿送到古籍社 #

社里非常重视#将其列为急件#

一路绿灯$ 于是#在当年的
%

月
#*

日便看到了第一本浅蓝底
色'深蓝封面的图书$

第一版第一次印# 封面是
烫金的#定价一块两毛五#一版
一次印了

)&

万册$ 后来我又查

了一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 #

时间是
#%*#

年
#+

月$ 第二次印
了
$)

万
)

千本#第一次和第二次
加起来就近一百万本$ 这当然
有时代的因素# 因为当时是书
荒# 这本书出来后老老少少都
很喜欢#既适合程度高一点的#

也适合一般的读者$

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父亲
也得到了很多老同事'老领导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这里我想特别
提一下胡道静先生#他是版本文
献学家#瘦瘦小小的#比父亲还
瘦$父亲当年查不到蘅塘退士的
生平#便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
胡先生请教#因为胡先生知识渊
博#更熟悉目录版本$ 胡先生带
病为父亲借书#一个是从上海图
书馆借来的!唐诗三百首"同治
十二年的版本#一个是!名儒言
行录"$ 另外#他再三说明#有些
书还是别借出来#怕弄坏了不好
交代#他就亲自抄录了$ 书的附
录里所载的孙洙的简史#就是胡
道静先生抄了给父亲的$

父亲去世前一两年#古籍社
一编室主任曹明纲建议将前人
评语增补到 !唐诗三百首新注"

中#做一本附辑评的本子$ 我回
去告诉父亲# 他一听就觉得很
好#还嘱托我应该怎么做$ 但当
时我真的很忙#忙里偷闲做了一
点#后来父亲病重去世#又要做
全集#就没有时间了$ 直到

'+#)

年全集做完以后#我回过头来再
继续完成了这本附辑评的!唐诗
三百首新注"$

做完我告诉了高社长 #他
们很乐意出版$ 编辑方晓燕花
了很多功夫#逐条核对# 出版后

学林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