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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成

从事古代文史研究!最为基础也最根
本的问题是文本" 然而在这一学术研究的
出发点上! 已产生非比寻常的复杂性!版
本差异及由此带来的问题非常多" 这方面
最典型的代表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
#文选$%包括其诸家注释&" '文选$文本的
复杂!在于其版本众多!歧异很大(正文!

有白文本)诸家注本*注释!有李善注)五
臣注)'文选钞$)佚名注等" 而各种文本自
身往往又有诸多不同版本! 如李善注!既
有敦煌本)北宋本)尤袤本等单注本!又有
集注本以及六家本)六臣本等与五臣注合
并之本!同时六家本)六臣本又各有多种
版本" 另外!'文选$中的作品往往又见于
史书)总集乃至碑刻)书画!亦不可忽视"

总之!'文选$文本的复杂是治+选学,乃至
从事先唐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深有体会但
又绝对无法绕开的问题" 如果能有一部
书!汇聚众本)编排得当!一编在手!重要
的版本及其异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学
术见解亦可尽收眼底!则必然使我们的工
作减去很多烦扰!事半而功倍"

令人振奋的是!这个期盼已经成为事
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教
授及其学术团队耗时八年编著的'文选旧
注辑存$'下文简称(辑存&)近期出版!这
部总二十册)逾千万字的大书很好地填补
了这一空白" 所谓'文选$旧注!指的是李
善所引旧注)李善独注)五臣注)'文选集
注$所引诸家注释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若
干古注! 还包括相关史书) 总集的注释"

'辑存$的学术定位是!博观约取!元元本
本!为'文选$学者与先唐文学研究者提供
一个经过整理的汇注本" 在体例上!'辑
存$正文及李善注以尤袤本为底本!五臣
注以陈八郎本为底本!还附以'文选集注$

所辑诸注)敦煌本李善注)北宋本李善注
等以及相关史书如'史记$'汉书$!总集如
'楚辞$等之古注" 除必要的统改外!力求
保持诸本原貌" 正文与注释的校勘!主要
依据集注本)敦煌本)九条本等日本古钞
本)北宋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以及
相关史书)古钞本及书画)碑帖与其他文
献等!异文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出以案语"

'辑存$的学术价值!约有以下数端(

首先!为学术界提供了'文选$及其注
释的各种版本及其他相关文本 ! 一书在
手!诸本俱备!为我们的研究与利用带来
极大便利" 这些版本!都是精善之本!既有
敦煌吐鲁番以及域外的早期钞本!又有两
宋善本!多为清人所未见!其中很多珍贵
的文本!如一些日藏古钞本!当代学者也
不易得见!很难搜罗完备" 这是'辑存$最
根本)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刘跃进先生编
著此书的根本目的!说其嘉惠学林!绝不
为过"

第二!'文选$的版本虽然复杂 !但相
互之间的联系还是有迹可循的!在广备众
本的基础上!'辑存$采用了最为合理的编
排体例!为'文选$诸本版本源流的综观研
究提供十分直观的依据" 诸家注释依次胪
列!文本流变的轨迹明晰呈现!版本是非

正误的判断也变得容易!深层的问题也常
常由此而生发" 如李善注引 '胡非子$三
次!所有的版本都或此或彼地出现了误以
其为'韩非子$情况" 若非'辑存$的体例!

这样的问题很难发现并解决" 此种体例!

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读提供基础与便
利!有助于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激发
探索的兴趣"

第三!'辑存$ 既是文献整理的力作!

又是'文选$研究的重要成果" 刘跃进先生
案语除文字校勘等疏通文献的基本内容
外!吸收古今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及相关
文献一百余种!如顾千里'文选考异 $)胡
绍煐'文选笺证$)黄侃'文选平点$等!存
录诸家之说并时出己见!有利于我们对古
今相关研究的总体把握!为+文选学,进一
步向纵深) 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如曹子建 '洛神赋 $! 尤袤本李善注引
'记$!述此赋为曹植感甄氏而作!但此注
不见于北宋本与奎章阁本'文选$" +跃进
案,通过生活于两宋之交)早于尤袤的姚
宽所著'西溪丛语$中已记其所见李善注
有此内容!推翻了'文选考异$与先生本人
之前认为这一注释为尤袤所加的论断" 同
时向前追溯!引李商隐诗以证感甄故事早
在唐代已经盛行" 宋王铚'默记$详考其
事!故详引之" 又引何焯'义门读书记$曹
植此赋本之'韩诗$与'离骚$!而感甄之说
在萧统时代已经流行的观点!但对其说持
保留态度" 一则近两页半的案语!有学术
史的梳理!有可信的判断!也为我们进一

步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跃进先生案语往往如老吏断狱!是
非分明" 但限于全书体例!他又常常引而
不发!而以寥寥数语为读者留下思考的角
度!给人以启迪" 研读+跃进案,!便如山阴
道上行!异彩纷呈!时临胜境!可以发现很
多有意思的课题!激发新的学术生长点"

近年来!古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文本!回归文本" '辑存$的编著就是这一
学术理念的最好实践" 综观'文选$学史!

可以预见!'辑存$必将成为浓墨重彩的一
笔!对+文选学,乃至先唐文学研究产生较
为深远)持久的影响" 此书实为唐钞'文选
集注$之后的第二次'文选$集注" 唐钞集
注之前!五臣注以集注为名!但实际是五
人合作的一部注释*唐钞之后!六家本与
六臣本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刊!也只是汇
合两种注释!还称不上集注" 而'辑存$所
收'文选$古注之全面)版本之丰富精善)

文献考据之精严) 採摭前贤成果之丰富!

可以说是空前的" 这既是对之前'文选$文
献研究的总结!是集大成的著作!更是此
后'文选$研究不可绕过的出发点!继往而
开来!必将+文选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

年
##

月
!%

日
!

责任编辑
&

周怡倩

'()*+,-./01234567

三味书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读冯骥才*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

张家鸿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是冯
骥才从

!""8

年到
!"89

年的演讲
集! 演讲的内容全部围绕着民间
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来展开"

书的内容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三个
部分"

!""8

年至
!""9

年为民间
文化遗产抢救性普查的启动阶
段 !

!""$

年至
!"88

年是记录与
保护阶段 !

!"8!

年至
!"89

年是
+非遗后,和古村落抢救性全民普
查开始的阶段" 第三阶段并非结
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冯骥才身边的朋友亲切地称
他为+大冯," 大冯原本是打篮球
出身!个子比身边的人都高一些"

作为冯骥才的读者! 我也想亲切
地叫他+大冯,!此处之+大,说的
是他的情怀与格局!正所谓+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 这个大冯不是
小说家冯骥才! 而是演讲者冯骥
才)抢救者冯骥才!这是一个带着
一颗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唤的
赤诚之心的冯骥才"

冯骥才的演讲之所以感人至
深!全在于他用心" 从

!""8

年到
!"89

年他前后持续十几年不遗
余力的呐喊与呼唤中! 从他封面
照片上鬓角的几丝白发里! 读者
不难捕捉到他一路走来的艰辛与

沧桑"在冯骥才的所有演讲中!危
机感与紧迫感是始终存在的"

在我眼里!冯骥才的演讲是一
阵清风!吹开民间文化毁灭者混沌
的心*是一股清泉!浇灭一味沦陷
于物质主义的功利之心*是一缕清
音! 唤醒国人暂停投奔快节奏生
活的沉迷之心" 我也清楚地知道!

冯骥才需要的不是读者的赞美!

而是读者的认同与支持" 他真心
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 义无
反顾地加入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
的行列中来"冯骥才说(+我们这一
代的任务) 使命就是给后人的研
究尽可能多地留下素材!否则后人
研究没有材料! 只能从书本到书
本!因为后人无法再亲眼见到这些
农耕时代的民间文化了" ,为什么
这个使命是神圣且不能拒绝的呢-

因为冯骥才最担心的是文明的中
断" 他说(+没有文化记忆的结果!

就是文明的中断" ,

年轻人只会过圣诞节和情人
节!不会过春节了"民间文化没有
传承人了! 因为年轻人都跑到城
里打工" 这是人们精神层面上的
传统文化观念淡薄甚至消失的体
现"在城市化改造进程中!丰富多
样的历史街区被推土机无情地推

倒! 城市变成了千篇一律的高楼
大厦和玻璃幕墙" 这是建筑层面
上硬邦邦的体现" 投身民间文化
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注定是一条
充满艰辛与曲折的道路" 因为艰
难!更因为值得!所以冯骥才全身
心投入!不计得失!不求回报"

!"":

年!他天天夜里绘画!并把卖画所
得的一百万元! 全部捐出用来抢
救民间文化"

幸运的是! 不是只有冯骥才
一个人在战斗" 正如他本人所说
的(+因为这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做

的事情! 我绝对没有那么大的力
量" 我首先感到骄傲的是我们中
国民协这个队伍! 我们整个民协
的队伍加起来是五万人!几千名学
者" ,就是这些人!不计较个人收
入!甚至自己掏腰包加入了抢救民
间文化的行列中"捐出了一百万片
酬的台湾演员赵文瑄)接下出版年
画全集二十卷任务的中华书局)有
文化预见性的省市县各级政府及
其领导者)国家各部门有责任心有
眼光的相关领导! 都成了抢救与
保护民间文化大军中的一员"

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这条
路!是文化长征!也是精神长征"

从起初的形单影只! 到现在的浩
浩荡荡! 冯骥才与中国民协的同
仁们坚持不懈的付出终于收到了
一定的回报"对于未来!冯骥才充
满信心(+我觉得我们越往下走!

越是全球化时代来得剧烈) 来得
彻底的时候! 我们那种文化自卫
的民族精神反而更要加强" 我们
的支持者和关心我们的人! 也一
定会越来越多! 道路也一定会越
来越宽广" ,

在这一册演讲集里! 我读到
螳臂当车的悲壮! 读到觅得知音
的满足!还读到一种荡气回肠)责

无旁贷的凛然正义" 冯骥才说(

+我们为什么这样如此倾心地克
隆和模仿别人- 这是自我精神的
丧失!一种灵魂的下跪. ,他说(

+城市是一个生命!你怎么能随意
宰割它)挥霍它-城市里承载着大
量的历史文化! 你怎么能把它卷
土重来呢- ,

冯骥才通过他的抢救! 通过
他的演讲!要告诉我们的是!作为
一个炎黄子孙! 我们要有自主的
文明观! 我们要有自觉的文化传
承意识! 至少我们不能沦为物质
主义的追随者! 要为传统文化驻
扎心灵保留一片明亮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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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山西榆
次召开的座谈会上! 冯骥才深情
地为我们描摹了一幅美丽的画
面(+历史上! 人们就生活在自己
的民间文化里面! 我们就过这样
的节日!贴这样的年画!窗户上就
贴这样的剪纸!就唱这样的民歌!

说这样的谚语!听这样的戏" ,遥
想到这一个个场景!一个传统的)

古老的) 文化气息浓郁的中国扑
面而来" 那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历
史! 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与生
俱来的文化胎记! 更是任何外力
都不能抹去的精神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