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辑著!世说新语"#三汇本$感言

我辑注的 !世说新语汇校
汇注汇评"#作为黄霖先生主编
的 !古代文学名著丛刊" 之一
种#最近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

整理过程中有一些感想# 现在
写出来#做一个总的交代$

为什么以袁褧嘉趣

堂刻本为底本

唐人所抄!世说新语"今仅
存残卷 #传世的 !世说新语 "是
在宋代定型的$ 宋代 !世说新
语"的版本有三个系统%

!

& 现存最早的是宋高宗绍
兴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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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弅刻本'下简称
)董刻本*(# 大约在南宋后期传
入日本#先藏于金泽文库#后为
前田氏)尊经阁*收藏#

!$%$

年
日本尊经阁丛刊珂罗版影印传
回国内#

!$&'

年文学古籍刊行
社重新影印#才得以广泛流传$

%

& 宋 孝 宗 淳 熙 十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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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刊本 #原刻本已
不可见 #明代袁褧嘉趣堂仿宋
重雕本 #保存其旧 $ 后世多有
翻刻 $

"

&清初徐乾学传是楼原藏
宋淳熙十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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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中刻
本#然原本已不可见#今传有雍
正八年 '

!(")

(沈宝砚校记 #附
录于四部丛刊影印明袁氏嘉趣
堂刊本之后$

实际上只有董刻本和基于
陆游刻本的嘉趣堂本这两种宋
本流传下来$ 蒋凡老师曾编撰
!全评新注世说新语"# 以董刻
本为底本校以通行本# 很有文
献价值$ 但因为明清时期国内
通行的是袁褧嘉趣堂本系统 #

许多校勘& 注释和评点都是依
据此本$现在作)三汇*工作#如
果转而采用董刻本# 必然造成
大量的异文现象# 而且许多注
评就显得无的放矢了#因此#我
依然采用嘉趣堂本为底本$ 举

一个例子来说#!言语"第
$*

则
刘孝标注引张资 !凉州记 "曰 %

)天锡 #字公纯嘏 $ *王世懋批
曰%)世乃有三字字#不可晓$后
过江#为人所笑#乃减一字$ *意
思是说#通常人取字是两个字#

张天锡字)公纯嘏*#乃三个字#

东晋后被人笑话#就减去一字#

字)纯嘏*了$ 董刻本原文就作
)天锡#字纯嘏*#如果以董刻本
为底本汇录批语# 王世懋的批
语就不可理解了$

元代刘应登删注 !

补刻刘辰翁评点本

的价值

这是近几年新发现的一个
元刻本$

刘应登删注所依据的本子
是董刻本#但他)精刬其长注*#

对刘孝标的注释作了大量的删

削#本身没有多少校勘的意义#

它的意义在 )间疏其滞义*#刘
应登的注释#多有参考价值$

如!纰漏"第
&

则)谢虎子上
屋熏鼠*# 刘孝标注%)中郎#据
也$章仲反$*)章仲反*三字是什
么意思+ 后人不理解#就妄为改
字#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所
依据的晚清纷欣阁本改作)章伸
反*#其实也是不通的$朱铸禹本
作)章仲友*#连下)按*字#竟然
变成一个人名了$刘应登注很清
楚%)中#章仲反#次也$ *原来)章
仲反* 三字是反切法注释 )中*

字#问题迎刃而解$

又如!政事"第
!'

则)陶公
性检厉* 载一事%)尝发所在竹
篙# 有一官长连根取之# 仍当
足#乃超两阶用之$ *取竹连根#

)当足*是什么意思+ 刘应登注
曰%)谓就连竹根以为篙以代铁
足$ *竹根坚硬耐磨#用以为竹
篙的探入水底的铁足$ 解释得
非常确切# 刘辰翁称赞说%)非

此解#殆不喻$ *

当然刘应登注释也存在讹
误$如!德行"第

"(

则%)晋简文
为抚军时# 所坐床上# 尘不听
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 有参
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

抚军意色不说# 门下起弹$ 教
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
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门下
起弹的)弹*作何解+ 刘应登注
曰 % )谓恐因弹鼠而误发伤人
也$ *把)弹*解释为投鼠忌器的
)投*字#门下起弹#谓手下人要
打杀老鼠# 但老鼠明明已被参
军用手板批杀了#何来)弹鼠*+

因此刘辰翁批评曰 %)解误 #可
笑$ *后来刘继增按曰%)此,弹-

字#非,弹射-之弹#当作,纠劾-

解$ *最为明白$门下起弹#是指
门下要纠劾以手板批杀老鼠的
参军$

刘辰翁是第一个致力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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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是不能脱离文本的批评方式!有些评点看似三言两语!实际上是一言中的"有些评点近乎文本
细读!如清初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对诗歌分析之细致透辟!今人也难以企及% 可惜!评点这种最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在现代学术范式里被排斥!受冷落!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人文本解读能
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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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杨联陞上交了
以 !晋书.食货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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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题的博士论
文# 获得历史系和远东系合授
的博士学位$ 那时柯立夫也已
从中国服兵役回来# 于是他俩
又能经常见面叙旧& 聊天和切
磋学问$ 杨联陞对这段时间的
交往时有记录$比如#

!$*'

年
!)

月
%!

日# 他下午找柯立夫略讲
中亚 &北亚民族 #谈及女真语 #

说自己 )颇有意一研女真小
字*$晚上又请柯立夫来家吃晚
饭# 之后还忘不了到贾府去看
望贾德纳#和他闲谈$ 期间#柯
立夫还自愿教杨联陞蒙古语 $

杨联陞毕业后# 柯立夫最先告
诉他哈佛燕京学社有意聘请他
留校$ 虽然那段时间杨联陞对
留校任教并不十分感兴趣 #但
他还是不时通过柯立夫了解这
一教职的细节$

当哈佛大学远东系决定正
式聘任他时# 杨联陞对去留是
有过犹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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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纽约的
联合国机构需要聘任语文研究
员一名# 当时杨联陞已到了旧

金山#正准备回国任教#他考虑
了一下还是先接受这一机会 #

但是半年后# 他觉得联合国的
这一工作甚无聊#思前想后#还
是决定回到教职为好# 才开始
认真考虑哈佛大学的聘任$ 和
柯立夫顺顺当当留在哈佛大学
远东系# 一心一意担任教职的
学术之途不同# 杨联陞当时面
临几个选择# 一下子拿不定主
意$ 叶理绥希望留他在远东系
任教# 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也
表示支持# 但是他自己对留校
任教没有十分的兴趣# 其中很
大的一个原因是家眷 '太太和
两个女儿(还在国内#而且原本
和胡适说定# 取得博士学位之
后即回北大任教$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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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初# 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和张
其昀'晓峰(也有意聘他去浙大
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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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杨联陞就自己
何去何从一事悉心征求胡适的
意见$ 他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他
并没有马上答应哈佛远东系的
聘任邀请# 而且和胡适坦陈权
衡去留哈佛的利弊# 且在信中
特意跟胡适介绍学友柯立夫 $

他写道%)'同事雷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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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常作 $赖世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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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立夫史学都有根柢#也

肯用功$柯君之于蒙古学#将来
有承继伯希和之望# 我也想跟
他弄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正当
杨联陞犹豫不决# 又不得不作
出决定时#胡适发来电报$杨联
陞在日记中详细记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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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下午四时半得胡先
生电报 # 只有简短三个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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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接受哈佛一职($ *这一电报来
得正是时候# 帮杨联陞一锤定
音$ 此外胡适还给他吃了定心
丸# 说是往后他任何时候想回
北大#都没问题$ 为此#杨联陞
在
!$*(

年
"

月
&

日回信感谢胡适
说%)等我回国时# 北大仍旧要
我$ 您对我实在太好了/ *

相比之下# 贾德纳的学术
之途就没有这两位后生来得顺
利$当年在北平#是他介绍柯立
夫和杨联陞相识# 并且帮杨联
陞走上西方汉学之通衢# 可是
他自己

!$"$

年末在北平进修两
年回到哈佛后的教职反而一筹
莫展 $ 虽然他历来精于目录
学#早在

!$"(

年就出版了!中国
旧 史 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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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书绝版后在
!$''

年由杨联陞作序再版$ 根
据杨联陞介绍#贾德纳)除了对
西洋汉学著作如数家珍之外 #

对中国日本学人的造诣# 也颇
了解 *#但是他的博士论文 !清
史稿康熙本纪译注"因)叙论太
长#牵涉太广#修改不易*#未得
出版# 因此他受聘于哈佛燕京
学社的助理教授一职并未顺利
得到晋升 $ 他的受聘任期到
!$*)

年
$

月即止#不过学社把他
的任期延长了一年# 当作带薪
的一年学术假$因此#到了

!$*!

年秋天# 贾德纳只得离开哈佛
燕京学社和远东系$ 杨联陞回
忆恩师贾公时满怀憾意%)我做
研究生时他帮我英文# 帮我法
文#不知道费了他多少时间$可
惜他太不自私# 而且对自己的
著作#定的标准太高$差一点的
就不肯随便发表# 这样把自己
在哈佛的终身职的机会错过
了$ *贾德纳后来四处求职#接
受短期聘任# 在好几所大学任
教#)终不十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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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后# 贾德纳在哥伦比亚大学任
教一年# 后来杨联陞在

!$*(

年
给胡适的信中也提及%)贾 '德
纳( 今年在耶鲁教目录学及远
东文化史#聘期只是一年$这位
先生外交是吃亏点# 学问实在
不错$ *贾德纳

!$')

年在康桥家
中过世# 他的个人藏书第二年
全都捐给了布朗大学 '贾德纳

之子在此任教(#成为布朗大学
图书馆内有关东亚研究的一批
最重要的藏书$

自从认识贾德纳以来 #杨
联陞和他相处一直亲如家人 $

对杨联陞和柯立夫两人而言 #

贾德纳不仅是他们学业和学友
之谊的桥梁和恩人# 而且也是
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 作为哈
佛最早以欧洲汉学的方法从事
中国史学史教研的美国学者 #

贾德纳提携杨联陞步入西方汉
学界# 使得当年自己的研究助
理成为美国汉学界独当一面的
大学者$正如杨联陞说的#如果
没有贾德纳#他都不知道)自己
现在身归何处*/

!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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