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读黄裳自撰!简历"

!

宫 立

近见黄裳毛笔书写的简历 ! 黄裳于
!"#$

年填写的这份简历"对于了解其具体
生平尤其是学生工作经历"对于编纂其年
谱"均具重要文献价值! 下略作释读!

籍贯!山东益都 黄裳祖籍山东益都"

即今潍坊青州! 黄裳到过多地"写过很多
游记"但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抒写 #老
家$%&&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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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七十岁的他
与老伴第一次回山东! 从(还乡日记)看"

他在济南*曲阜*泰安*青州*青岛等地待
了十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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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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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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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并且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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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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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才写毕这
十一篇日记' 他在日记中说-.说来也惭
愧"我虽然号称山东人"填写履历时也大
抵如此写"可是出生地却在河北"老家一
次都没有回去过' 每一想起"总不免歉然'

现在总算有机会回故里一转了"正是值得
高兴的事' $黄裳生于河北省井陉煤矿"其
父是矿务局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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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南开中学初中一年级

黄裳在(天津在回忆里)说-#天津"对我来
说实在是应该算作第二故乡那样的地方$

#前前后后我在天津住了大约十年" 度过
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 $在天津公学读小
学' 在天津南开中学呆了五年' 他多次给
南开的校刊(南开初中)和(南开高中)投
稿"#有书评 "有游记 "有译文 $" 可惜 (来
燕榭集外文钞 )只收了一篇 "即 (旅绥杂
忆)' 笔者最近找到一篇"即(最近翻译界
的辩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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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大暴发"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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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工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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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电机系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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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入

重庆 证明人黄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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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重庆交通大

学机械系 南开中学被日寇炸毁后"黄裳
至沪#继续在上海中学就读"后来又考入
交通大学的电机系$' 珍珠港事变后"#学校
从借用的震旦大学搬到中华学艺社" 教室
宿舍局促在一起"有屡屡听课"开学无时$'

这时的黄裳#已不大听课$"要么去图书馆
看书" 要么和南开的同学兼好友黄宗江等
在一起游玩' 上海呆不下去了"黄裳*黄宗
江*宋淇*周杲良商定入蜀"#我和宗江是在
/一二0八1周年的日子离沪的' 路上走了一
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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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到达重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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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调"作译员#

!"+)*"

译员解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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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昆明到重庆任文汇报特派员

证明人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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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渝飞沪"上海文汇报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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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驻南京特派员 证明人

柯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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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汇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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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初"黄裳被征调往桂林*昆明*印度等地任
美军译员' 回国后"被分配到贵阳"然后是
解散*复员' 在重庆九龙坡的交大宿舍住
了许久"此时(周报)创刊"柯灵来约稿"黄
裳开始写(关于美国兵)的连载' 黄裳回
忆-.不久"由柯灵介绍"我进了(文汇报)"

成为一名记者' 参加了政协会议*整军方
案的签字仪式22最后回到上海"转赴南
京"依旧是一名记者' 晚上用长途电话向
上海报头版新闻"白天则是跑新闻22不
久"我又被调回上海' $在(记忆的碎屑)

中"黄裳的回忆更具体-.我与柯灵交游颇
早"最初是副刊编辑与投稿者的关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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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抗战结束"我滞留重庆"待机东归'

此际柯灵介绍我加入(文汇报)"只寄来一
盒(文汇报)特派员的名片"不支薪"以通
讯稿计稿酬' 与此同时"他和唐弢合办(周
报)"也以旧友关系频频向我约稿 *催稿 "

我确也写了不少' 其时家母弱弟留居沪
上 "生计艰难 "不能不拼命写稿 "以济家
用' 稿费亦由柯灵转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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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被封"入中兴轮船公司

作文书" 直至
-"),*/

黄永玉在 (黄裳浅
识) 中回忆他和汪曾祺到中兴轮船公司找
黄裳的情景".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
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
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地昂然而出"和我们
就走了' 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
到这份功力" 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
来的' 我看也是' $那时的黄裳收入颇丰"

除了在中兴轮船任高级职员"还写文章搞
翻译"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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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复刊 "仍入文汇报 $兼

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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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调至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

越剧队任编剧 证明人黄宗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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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剧本创作所
-"),

年夏"黄裳被借调至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队任编剧"

写成戏剧论文集(西厢记与白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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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被调到上海剧本创作所!该所属中

央电影事业管理局领导"承担上影生产所

需要的剧本#$任编剧"编写了(盖叫天的
舞台艺术)纪录片及故事片(林冲)' 据简
历可知"黄裳职别为基本编剧"等级是

.

"

薪资数额是
)/(

元'

在 .有何主要创作 $栏中 "黄裳提到
.(一个平凡故事)+译,$" 表述不太完整'

冈察洛夫著的(一个平凡的故事 )由黄裳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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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尴尬的#春秋$笔法
!

陈尚君

据说孔子笔削(春秋 )"高标
准绳"寄寓褒贬"乃至后代之乱臣
贼子知惧" 生怕做的坏事写入史
书"遗臭万年'但凡笃信儒家之说
者"对此都遵信不移"虽无人具体
做过统计"哪些人知惧了"不管怎
么说"效果总有一些'但如何实践
贯彻"则一直没有成功的典范'有
之"从欧阳修始'

欧阳修出生时" 宋王朝建立
已近半个世纪" 学术风气和社会
思潮都在急遽变化" 显著特征是
儒学返古复兴和尊夏攘夷正统观
的萌动'欧阳修出身低微"因文学
才华跻身精英"领略到风气变化"

也立志要引领风气'他的疑经"不
拘汉唐旧注"以己意解经"开始都
很早+可参拙文(欧阳修著述考)"

(复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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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期,' 三
十多岁就准备新著五代史" 最初
拟与尹洙合作" 尹早死而决意独
撰" 中心主旨就是用儒家的褒贬
史学"俗称(春秋)笔法"重新编纂
近代史' 具体做法是合五代为一
史" 又按血统区分五代十三帝为
八家"设立类传"以专事一朝者立
(梁臣传)(唐臣传)" 事数朝者则
入杂传"又立类传"如(死节)(死
事)(一行)等传表彰名节"立(唐
六臣)(义儿)(伶官)(宦者) 等传
贬斥势利" 在行文间在在处处寄
寓褒贬'这当然是立意很高"据说
书出后宋代士风顿时大变' 虽然
我总有些疑问"但陈寅恪相信"不
容人不信'

但欧阳修一生似乎对此并不
果于自信"直到去世都没交稿'他
更困惑的是贯彻全书的褒贬笔法
之微言大义" 如何让读者体会他
的用心' 他的办法是让学生徐无
党作注" 在正史编纂史上开创了
史书与注释同时完成的创例' 就

注的内容看"更似欧阳夫子自道"

若北宋吴缜就认为他 .授徐子为
注$+%敬乡录&卷二引%五代史纂

误&佚文,"清人俞正燮也认为.疑
欧自注而署徐名者$+%癸巳类稿&

卷八%书五代史纂误&,'联系欧阳
修(与渑池徐宰)所云.仍作注"有
难传之处"盖传本固未可"不传本
则下注尤难"此须相见可论$' 大
约徐是其助手"参与部分工作"即
作顺水人情"注署徐名"也解决了
阐发义例的难题'就全书看"徐注
集中在本纪部分"列传所存寥寥"

(十国世家)多说文献依据"(四夷
附录)仅一则说明契丹年号"显然
都属作者自述"与注者无涉'

欧阳修中年后名声大振 "受
委主持(新唐书)的编纂' 在他以
前"该书已编修多年"久无进展"

欧参与后尊重原来分工" 列传仍

由宋祁负责"他自领本纪*志*表
部分"仍坚持(春秋)笔法"最终告
竣'(新唐书)是官书"不能再请学
生作注"但义例仍要阐明"这次是
请参修者吕夏卿另著(唐书直笔)

来说明'该书四卷"卷四为新旧书
增删改易的具体说明"为.事增于
前"文省于旧$作全面清点"前三
卷皆解说义例" 可以看作欧阳修
团队的集体意见"而非如(郡斋读
书志)云吕氏.在书局时所建明"

欧*宋间有取焉$'

五代习称乱世" 不似三国还
有蜀汉一脉" 欧阳修要找到正反
面典型都很难'正面者"(死节)其
实仅得王彦章一人"(死事)稍多"

(一行四人)"皆不甚著名'他特别
谴责者" 一是以唐社稷授梁之所
谓 .唐六臣 $"谴责其为 .庸懦不
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其

实这些人只是无实权而仰人鼻息
的文臣而已3二是义儿"认为是人
伦崩坏的标志".干戈起于骨肉"

异类合为父子$"其实义儿是出身
孤贫的军阀仿效世族* 笼络群下
的手段"责之亦过深3三是宦官"

沿唐积习" 五代时期恰好并不太
严重3四是伶官"仅限庄宗一朝'

最大的躺枪者是冯道' 冯出身孤
寒"积学进身"仕宦几十年"不改
农家本色" 在不太理想的政治环
境中努力行善"他的自述诗.但知
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但教方寸
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堪称
难得'周实录本传称他.在相位二
十余年" 以持重镇俗为己任$"至
有与孔子并论者' (旧五代史)本
传赞已质疑他.事四朝"相六帝"

可得谓之忠乎$4欧阳修更进一步
谴责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反不
如民间女子能.自爱其身$"这是
责历史人物所不能'

欧阳修倡正统论" 特别看重
血缘宗亲的合法性" 这是宋人的
认识' 他将后唐分为三家" 即武
皇*明宗*末帝各为一家"在当时
并无区分" 那时重在掌握军队之
实力' 他认为后周世宗以养子即
位"另成一系"其实世宗始终未回
归柴姓"在位皆姓郭"今日各历史
年表皆书其名为柴荣"未必妥当'

再是梁政权之合法性' 梁篡
唐自立" 败于后唐" 其后各朝到
宋"都是后唐一系的延续"直到宋
真宗时修(册府元龟)"仍以梁为

闰位"否认其正统性'欧阳修不以
梁为伪"在当时就很有争议"他虽
举(春秋)四例以自解"总难获得
共识' 南宋后或干脆以南唐为正
统"以中朝五代为僭夺"全不考虑
本朝的合法性"走得太远了'

唐五代两部旧史" 本纪都极
其繁冗"初因删略实录而成'新史
删繁就简"确有此必要' 徐注云-

.当杀曰伏诛"不当杀者"以两相
杀为文'$(唐书直笔)-.将以辱命
而诛"书斩于军中' $多少丰富复
杂的事实"就在这(春秋)大义前
变成断烂朝报了'再如命将作战"

徐注云-.用兵之名有四- 两相攻
曰攻" 以大加小曰伐" 加有罪曰
讨"天子自往曰征'$(唐书直笔)-

.将得人"书帅师"讨有罪"书伐'$

.将非其人"书王师"伐不得罪"大
战书及'$.方镇违命"擅甲兵以侵
轶"其首酋恶"故不书将'$秉此原
则"(昭宗纪) 每月都有朱全忠陷
某地的记录" 完全不论执行攻取
的是谁"书首恶也' 显然"过于讲
究褒贬"有违实录传统'

我在早年甚迷欧阳修的史
学"后来读了(通鉴)"方知司马光
不取(春秋)笔法而务求事实真相
之有识'当然"对司马光深致不满
者也大有其人"如朱熹"作(通鉴
纲目)比欧阳修走得更远'大儒们
都有充分自信"只要坚持褒贬"必
然会使作乱者良心发现" 知惧而
不为" 殊不知燕王朱棣当然是乱
臣贼子"但他成功了"子孙绵守社
稷二百多年" 乱臣贼子就是正统
所在' 那就算了吧'

还好存世文献丰富" 学者可
作多元解读' 倘若后世仅存两部
义例谨严的新史" 所有人和所有
事都在好*坏两边自动站队"实在
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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