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发现的石评梅佚信
!

郭晓斌

石评梅是五四时期知名女作
家!因英年早逝!她的手稿"信札
等传世极少# 前不久! 我因写作
$石评梅著作版本小考%! 遍搜材
料! 无意中发现一封石评梅的佚
信# 细观信件内容! 查阅相关资
料!可以确认!此信既不见于三卷
本$石评梅作品集%及前几年出版
的$石评梅全集%!也从无研究者
提及!是一封石评梅的佚信#

信是石评梅写给徐耀辰的 !

信封所写为 &东城禄米仓甲二六
徐耀辰先生'!标明&西城梅寄'(

信内容不长!照录如下)

耀辰先生!

今日下午曾去看你" 你不在

家"回来便接到你称呼#小姐$的

信了%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就是无

暇%我除了星期六日"每天课都是

六时完%

蔷薇周年纪念册" 大约有八

万字"我想很精采的出一本%先生

慨允做稿我喜欢极了& 曾请岂明

先生"他允许了% 不过"如先生晤

面时再请先生转达我的诚意"一

定赐我一篇大作撑撑门面%

小鹿无消息%叶又快红了"庭

院又现萧森" 还是苏先生作佳邻

吗'林师未归%小鹿信来再告夫子

吧& (夫子$似乎许久未叫了%

评梅 十月二号

我知道夫子在燕大教日文'

收信人徐耀辰!即徐祖正(

徐祖正! 字耀辰! 江苏昆山
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 在日
本留学期间!徐与郭沫若"郁达夫
等共同发起成立创造社(

!"#$

年
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高师"北
京大学等校(

%"&"

年后任北大东
语系教授!

%"'(

年病逝( 徐祖正
与鲁迅"周作人交情颇深!与钱玄
同"刘半农"沈尹默等过从甚密(

他曾参与创办和编辑周作人发起
的$骆驼%$骆驼草%!并发表了很
多作品! 包括其代表作***中篇
小说$兰生弟的日记%( 我最早是
读陈子善先生的文章! 才知此作
甫一问世! 郁达夫即撰书评予以
高度评价!朱自清则在其$中国新

文学研究纲要%中设专节介绍!与
巴金+老舍"沈从文等的小说相提
并论( 周作人编 $中国新文学大
系,散文一集%也选录徐祖正五篇
系列散文$山中杂记%( 徐祖正的
文学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石评梅和徐祖正早有交往 (

$兰生弟的日记%刊出不久!石评
梅即在 $语丝 %发表 $再读 -兰生
弟的日记 .%!赞其 &使我认识了
自己生命力量的无限'!&我是很
慕敬作者那枝幽远清淡的笔致!

处处都如一股幽谷中流出的清
泉一样!那样含蓄!那样幽怨!那
样凄凉! 那样素淡'( 石评梅病
逝 !徐祖正参加追悼会后 !写下
$回忆的石评梅女士%!使我们对
两人的交往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这封石评梅写给徐祖正的信!可
与徐文相互印证!且补充提供了
更多信息(

据信封邮戳可知! 此信写于
%"#'

年
%)

月
$

日( 由信中提及
&蔷薇周年纪念册' 也可推知年
份($蔷薇周年纪念册%即

%"$'

年
%$

月
$(

日出版的 $蔷薇周年纪
念增刊%合订本($蔷薇%周年纪念
文章!先在$世界日报,蔷薇周年

纪念增刊%连载!至第二十五期载
毕!随即很快出版合订本($蔷薇%

周刊/原名!蔷薇周刊"#自第二期

改为!蔷薇"#然时人仍多称为!蔷

薇周刊"0 创刊于
%"$*

年
%%

月
%*

日 !为 $世界日报 %副刊 !由石
评梅和陆晶清主编(由此信可知!

为出$增刊%!石评梅此前特向徐
祖正约稿!徐&慨允做稿'( 其实!

这并非石评梅首次约稿! 由她的
散文$深夜絮语%可知!半年前徐
祖正即为$蔷薇%写过文章!即后
来刊出的$忆念刘和珍君%(

徐祖正大部分文章并未结
集出版( 经多方查阅!我终于找
到$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合订本(

徐祖正此次应约所写为$新时代
的女性%!为$增刊%首篇(开头即
言&蔷薇社记者要我为周刊纪念
号作文'! 这显然指向他约稿的
石评梅(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日
本女作家谢野晶子对女性问题
的看法 ! 末尾标注写作时间为
%%

月
%&

日(

之后提及的&岂明先生'!即周
作人!岂明为其常用笔名( 石评梅
也向周作人约了稿! 她知道徐与
周关系密切! 因而希望徐见周时

再次提醒并转达诚意!以便能得到
周作人的&一篇大作撑撑门面'( 周
后来确实给了一篇力作! 即发表
于

%#

月
%

日 $世界周报,蔷薇周
年纪念增刊%$止庵 !周作人传"等

把%增刊&误作%周刊&'的$北沟沿
通信%!署名&岂明'!后来被周作人
收入$谈虎集%( 此文写于

%%

月
*

日! 以书信形式集中阐述了对女
性问题的见解! 收信人应该就是
石评梅( 文章开头说&一个月前你
写信给我! 说蔷薇社周年纪念要
出特刊! 叫我做一篇文章'!&一个
月前'是

%)

月初!正与石评梅向
徐祖正谈及此事的时间相符(

石评梅本人也为$增刊%贡献
了$匹马嘶风录%!后来成为其小
说代表作之一( 按石评梅设想!

$增刊%&大约有八万字'! 但据她
后来为$增刊%合订本所写的$编
辑余谈%!实际情况是&十五万余
言'( 石评梅感慨)&时局混乱!战
氛迷漫中!这十五万余言的巨册!

居然能够和读者见面! 自然是我
觉得很骄傲而意外欣慰的事1 '

&小鹿'是与石评梅合编$蔷
薇%的挚友陆晶清( 由$回忆的石
评梅女士%可知!陆原为徐祖正在

女师大的学生! 石评梅最早便是
通过陆晶清认识徐祖正的( 石评
梅多次到禄米仓

#*

号拜访徐祖
正! 多与陆晶清一起(

%"#'

年
+

月!陆晶清在石评梅鼓励帮助下!

南下投奔何香凝参加国民党妇女
部工作(近期未有消息!因而石评
梅在信里特意提及(

&苏先生'!为徐祖正好友+同
为苦雨斋座上宾的苏民生($回忆
的石评梅女士%中提及&与我同居
的

,

先生'!显与此处的&佳邻'苏
先生为同一人(

,

先生与徐祖正
是同学!与陆晶清是同乡(查苏民
生与徐祖正生平!两人均于

%"%+

年入东京高师学习!确为同学!且
同为云南白族( 由此可确认!&苏
先生'正是苏民生( 而且!石评梅
在信中的询问! 正与徐祖正文中
描述一致 ) &对于我旧同学的

,

君! 嗣后虽少过往也常在信端不
忘记转为致意( '

&林师 '是长期担任北师大
教授及师大附中主任的林砺儒!

为徐祖正的留日同学( 林曾在女
师大兼课!本是石评梅的老师(石
评梅到师大附中任教一年后!因
教员宿舍取消! 长期客居于林砺
儒家(据相关材料!当时奉系军阀
主政北京!局势紧张!林砺儒很可
能是借暑假探亲一直未归! 以求
避祸(考虑到当年

(

月!奉系军阀
合并北师大等校为京师大学校!

林
'

月到次年
-

月未再担任附中
主任!这一可能性极大(

$石评梅作品集%收有石评梅
致陆晶清+焦菊隐等友人的信!但
并无她写给师长的信( 这封写给
徐祖正的信! 是目前发现的唯一
一封石评梅写给师长的信(由此!

我们不仅得以读到尘封整整九十
年的石评梅佚信! 从中还可对石
评梅进行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她
对师长的尊敬!对事业的热忱!她
为$蔷薇%向名家约稿+费心奔走
的细节等!都在信中鲜活呈现(石
评梅是优秀尽责的教师!&每天课
都是六时完'!非常辛苦劳碌( 但
她不仅把本职工作做好! 还把刊
物编得有声有色! 同时写下大量
优秀作品(

!

#)%'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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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字课图说"

!

胡志金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简称 !字课

图说"'初版于
%")%

年夏 !此后即广为流
布+风行海内!成为晚清启蒙读物的发轫
之作( 胡适誉之为中国&第一部教科书'!

&在中国教育史上! 有着历史性的价值'(

此书的编纂有一人功不可没!他就是杰出
的教育家蔡元培(

%"))

年底!清末著名实业家叶澄衷在
沪捐资兴建的澄衷蒙学堂/今上海市澄衷

高级中学前身0即将竣工!校董樊时勋的
好友+常州人赵凤昌推荐同乡刘树屏任校
长( 刘系光绪十六年/

%(")

0进士+翰林院
检讨

A

被誉为 &常州倡导新学的第一人 '(

立校之初!百端待举!急需用人!刘树屏利
用其地缘人脉资源!广纳贤师!延聘志同
道合的宿学通儒!协管校务!编纂教材( 蔡
元培与刘树屏是贡士同年! 翰林院同事!

关系密切( 受刘之邀!蔡元培从绍兴来到
上海澄衷学堂(

据蔡元培回忆!

!")!

年春!&余以阳湖
刘检讨树屏之招!游上海!居澄衷学堂'!

&七月间!刘君曾邀我相助2不过一月余!

刘君又介绍我于南洋公学'$高平叔编!蔡

元培全集"第一卷#第七卷'# 此前蔡元培
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及嵊县剡山书院院

长时!锐意革新!不辞辛苦!奔走于教育救
国之道!但屡屡碰壁!有志难伸# 新学思潮
涌动的上海向他敞开胸怀 ! 助他施展抱
负!让蔡元培为之心潮澎湃# 查阅$蔡元培
日记% 可知!

!")!

年
+

月
!(

日! 他到上

海! 次日一早到张元济家
中! 与张一起到澄衷学堂
造访校长刘树屏# 这是蔡
元培到澄衷学堂的最早记
录# 蔡元培除了协助刘树
屏管理校务 /其间代理校
长一月 0! 还有一项重要
工作就是帮助编写 +审定
$字课图说 %# 蔡元培在
!")!

年
+

月至
(

月的日
记中 !先后六次提到 $字
课图说%#

!")!

年
'

月
$-

日!蔡
元培在日记中写道 ) &始

往澄衷学堂!编字课目!晨去晚回# '编字
课目即指 $字课图说 %目录 !该书第一册
的&检字'与 &类字 '!将所录三千余字按
笔划数编排!并按字性分类!以方便读者
检索查阅#

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时曾编
印切音课本 ! &以切音简表教蒙学斋诸
生'# $字课图说%每字均以反切法标注读
音!再详解字义!莫非也是受此启发3

蔡元培还负责 $字课图说 %的校正与
审定# 依照$澄衷学堂章程%关于成立编
纂室的规定!&书稿编成后! 有应须删润
校正者!任总纂请相当人为之# '删润校
正者即为现代意义的主审 2相当人为之!

是由学问精深的人担当此任 !此人就是
蔡元培 # 据 $蔡元培日记 %!

!")!

年
(

月
!"

日 !蔡 &识别澄衷蒙学堂所编 $字课图
说 %竟 '!第二天即 &致章一山书 !送 $字
课图说 %!并还 $文通 %'# 日记中的 &识
别'应是审读校对之意!说明$字课图说%

最后由他校勘考订! 斧削笔润 ! 主审定
稿# 可以推断!蔡元培在审读完 $字课图
说 %之后 !就交给澄衷学堂的校长 +该书
总纂章一山!准备付印#

以蔡元培的经验+学养+声望!由他编
写+审定$字课图说%!是最合适不过的# 他
的一生和教科书编撰结下了不解之缘# 蔡
元培后来独立编撰$中学修身教科书%$哲
学大纲%$华工学校讲义%等具有影响的教
科书!点燃了无数青年学子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