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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的基石是文本
!

陈漱渝

复旦大学中文系百年庆典!举办了一
系列学术活动!其中包括"纪念#野草$出
版

78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中
外有关学者毕至! 有人用不同方法阐释
"野草%!有人将"野草%译为不同语种& 我
在会上有一个插话!大意无论是从事理论
探讨!抑或从事翻译工作!都要以这部文
学经典的文本作为基础& 这个道理十分浅
显!但在研究过程中却经常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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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现已译成
维吾尔文'蒙文'朝鲜文以及日文'英文'捷
克文'世界语等语种& 据此次"野草%研讨会
的信息!印地文译本也将于明年出版&

但是!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
全集%!简称"通行本#$跟原刊于"语丝%的文
字和北新版"野草%相汇校!相出入的文字多
达百余处!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通行本订正了原刊本中的若干讹
误& 比如!"好的故事%原刊本()我正要凝
视他们时!我骤然一惊**+衍一)我+字!

现已删除& 同篇)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
里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如-缕缕的胭
脂水+!原刊本脱一)如+字!现已增补&

二'"野草%结集前!可能经过作者修
订! 故北新版文字比原刊文字更为精确&

比如"风筝%中的)我+反对小兄弟制作风
筝!原刊本的文字是()我知道这是没出息
孩子所做的玩艺& +)知道+含有肯定的语

气!也就是判定了孩子制作风筝是一种没
出息的事情& 后改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
孩子所做的玩艺+!)以为+就是)认为+!这
只是表达一种看法!语气中并不含有对正
误的判断& 因为事实上!这只是某些成人
一种违反儿童天性的偏见!在作品中为作
者所批判& "雪%中描写南国的雪景!其中
有一句()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
蜜!我可记不真切了& +原刊)山茶+后无
)花+字& )山茶+是一种灌木!加一)花+字!

更准确地表达了蜜蜂采蜜的对象& "过客%

中老翁问行者怎么称呼. 原刊本中行者的
答复是()我不知道& 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
起!我就是一个人& +)就是+中的)是+字!

在此处表意模糊!因为他本来就是)人 +!

而不是其它& 后改为)我就只一个人+& 这
个)只+字不仅表达了人物的属性!而且突
出了他的孤独感&

第三种情况是原刊本的文字跟北新
版和通行本的文字互有出入!留下了改动
的痕迹& 差异的地方很多!但似乎在两可
之间!很难判定孰优孰劣& 比如"求乞者%

的首句()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 原刊
本)顺着+为)沿着+& 两相比较!文意相同!

只不过前者更口语化& "复仇%中描写无聊
的路人围观两个提着利刃的裸者!)而且
拼命地伸长颈子+& 原刊本)颈子+为 )脖
子+& 这两个词都指人体头颅跟躯干相连
接的那个部分!均可用& "雪%中描写朔方
的雪在无边的旷野上旋转升腾 & 原刊本
)无边+作)无际+& )际+者)边+也!复词同
义& 类似的例子!可以列举数十处&

我以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种
情况!即通行本的文字跟原刊本'北新版
进行汇校!前者反逊于后面!亟需进一步
校勘规范& 记得龚明德先生曾指出!"死

火%中的)我+捡起)死火+!塞入衣袋中间!

后来)死火+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

此处)衣裳+原刊本作)衣袋+!显然更加准
确& "颓败线的颤动%中那垂老的女人曾经
为女儿无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最终得到
的却是怨恨和鄙夷& 老女人痛苦万状!)她
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 口唇间漏出人与
兽!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人与
兽+的语言中既然包含了)人+!怎么又会
)非人间所有+. 实际上原刊本作 )神与
兽+!这两种言语当然)非人间之所有+& 所
以 !通行本的 )人 +字应据原刊本订正为
)神+& 通行本类似的错讹和不规范之处还
有一些!比如"淡淡的血痕中%谴责造物主
)暗暗地使人类流血! 却不敢使血色永远
鲜秾+& )秾+!是形容花木繁茂/应作)浓+!

)淡+的反义词& "影的告别%中连用文言叹
词)呜乎呜乎+& 原刊本及北新版均作)呜
呼呜呼+!更为规范& "复仇%中描写路人从
四面奔来!)如马蚁要扛鯗头+& 原刊本作
)蚂蚁+& )马+是动物!)蚂蚁+是昆虫!应予
规范& "希望%中有一句)虽然是悲凉漂渺
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原刊本)漂
缈+作)飘渺+!当更规范& 关于裴多菲的生
卒年!通行本的注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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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援引了)希望+之歌!

原刊本)希望+前后使用的是书名号!显然
也比通行本规范& "聪明人和傻子的奴才%

一文中奴才寻人诉苦! 说他住得简直比
)猪窠+还不如& 原刊本为)猪窝+& 虽然
)窠+)窝+同义!但)窝+比)窠+更口语化!

通行本应据原刊本订正&

限于篇幅!仅举以上数例 !借一斑略
窥全豹& 校勘工作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工
作!遗憾的是水平低的人做不好!水平高
的人不屑做! 评职称时不被视为学术成
果!出版校勘成果又困难重重!以至产生
以上现状!应该引起学界关注&

点滴忆阿湛
!

张香还

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常
常会想起一些过去的人和事来&

我想起了阿湛& 这是在抗日战争
胜利前后!在艰苦的环境中!写散
文也写小说的很勤奋的一位年轻
的文学工作者&

他早已在灾祸迭起的岁月中
去世!关于他!现在也几乎很少有
人提到了& 只有李健吾先生逝世
前写的一篇追记!发表在由他和
郑振铎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
艺复兴%的文章中!曾四次提到了
阿湛的名字& )多有希望的一位
年轻人0 谁能断言他今天不会成
为另一位汪曾祺呢. +这句话也
正确地点出了阿湛的创作潜在的
分量&

阿湛是浙江绍兴人& 由于是
浙东之亡民的缘故吧!他的小说
有很浓的乡土气息(碧绿碧绿的
河水!又狭又小的乌篷船**常
常会出现在他作品构制的画面之
中& 我至今还记得!他最早发表
在"文艺复兴%上的一篇题为"钟
声%的短篇小说的开头部分(

坐在又狭又小的乌篷船里 !

随着浆声!身子跟着左右摇晃!除

掉存心来欣赏这种趣味的人!有

谁不嫌憎它走得太慢"

太阳早已西斜! 眼看着天色

就要晚了" 船影投射在碧绿的河

面上显得很长!几乎要碰到东边

的石碪"两岸有淘米洗菜的"一个

中年妇人双手湿淋淋的提着大篮

小箩进去!这河埠刚空了一会儿!

马上就被一位来洗脚的小姑娘占

据起来"

#烧晚饭的时候了" $

划船的自言自语%&

他不会忘记! 在给人以认识
生活之外! 勾引起一点对乡土的
感情&至于那带有情节的叙事中!

又羼入了朴实诗意的散文! 就更
显得别致而动人了&

沦陷后的上海! 正是群魔乱
舞&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跟随
柯灵先生!坚持做着"万象%的编
辑工作/以后!随着抗战胜利!他

又先后在柯灵和唐弢主编的 "周
报%!以及柯灵编的"文汇报1世纪
风%"中央日报1文综%' 唐弢编的
"文汇报1笔会%'李健吾和郑振铎
编的 "文艺复兴% 工作和发表作
品&短篇小说集"栖凫村%!就是这
时一部分作品的集子! 作为开明
书店)开明文学新刊+出版的& 接
着!又出版了"晚钟%和"远近%!分
别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和巴金主持
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在短短

的二三年中! 他创
作的短篇小说如此
之多! 如此的丰满!

这在当时确是异常
少见的! 证明了他
具有极其旺盛的创
作力量& 从另一方
面来说! 也证明了
他对生活是多么热
爱!对生活在下层一
群是多么同情!工作
又是多么勤奋&

但是! 他给人
们留下的! 仿佛也
只剩这一点了&

对于这一位原
名王湛贤的阿湛 !

我是在偶然中认识
的& 那是抗战胜利
后第一个春天& 我
到八仙桥青年会对

面的上海出版公司拜见柯灵先
生& 在这个地处闹市临马路的小
小编辑室!暗弱的光线中!柯灵先
生和唐弢先生写字桌的一边!坐
着一个埋头于笔墨的' 脸庞白皙
的瘦瘦的年轻人& 看上去他才不
过

!!

岁光景&柯灵先生为我们作
了介绍!这就是阿湛& 原来!他是
柯灵先生的外甥&

此后!我曾接到过他的信&留
在我身边! 几经春秋! 也几经风

雨& 他的信!能留在这世上的!恐
怕也是很少很少的了& 这封信是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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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似柯灵笔迹的钢笔字(

香还兄!

大札收到'谢谢你的关切"八

月五号(六号(七号这三天的文综

仍旧是高先生编的! 以后大概不

是高先生编的了" 近日来上海苦

热! 有冷气设备之茶食及冷饮店

生意大好 " 周报大概尚有一期

!

终刊号
"

的寿命!这一期以后看

样子是完了" 专上即祝

大安"

阿湛顿首

八月五号

我有个朋友在编文汇报的一

个副刊)文化街*!苏城若有何种艺

文消息!请赐下'与先生素昧平生!

突兀大函见示!我非常感谢' 又及

这时!内战已经迫在眉睫&国
民党当局正加紧对进步文化人的
控制和摧残&信中寥寥的几句话!

反映出了当时生活的一点真实!

不也多少显露了阿湛追求光明的
一颗心.0

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了上海&

在戎马生活间! 只是听说他在解
放后仍认真做着报纸工作!在"新
民报% 做过文艺记者! 还主编过
"儿童文学%周刊& 后来以)莫须
有+的罪名获罪!被送到了青海&

再以后!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

如今!"栖凫村%这本书还在!

而阿湛!却确实已经无法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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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湛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鲁迅%野草&插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