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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先生的文学研究生涯
陈釭

我第一次耳闻!丁景唐"这
个名字#距今已将近半个世纪$

有幸的是#

!"#"

年我结识了丁
景唐先生的女儿丁言昭# 终于
有机会拜访丁老# 开始了对他
独特经历的了解和品读$

丁
老是左翼文学研究的
大家$鲁迅病逝和瞿秋

白英年遇难都在
$%&"

年代中
期#出生于

$%!"

年的丁景唐自
然无缘亲见这两位中国左翼文
学的旗手$不过#他从小在阅读
进步书籍时已对左翼作家很是
敬仰#尤其鲁迅先生#是他精神
和文学上的导师$ 他撰写的有
关鲁迅% 瞿秋白研究的论著数
量众多% 文史资料详尽# 如在
&对'鲁迅全集 ()十卷本 *注释
的几点意见+中#就提出了不少
建设性的意见#作了新考证$

丁老与五四后的很多作家
认识$

$%'(

年#他在编辑&文坛
月刊+的同时#与郭明%廖临%袁
鹰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
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 成立大
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工会俱乐
部召开#郑振铎%许杰%许广平%

赵景深 %蒋天佐 %叶以群 %陈烟
桥等出席$

(

月#茅盾从重庆经
香港到上海# 他和陆以真去大
陆新村拜访# 茅盾欣然为文艺
青年联谊会题词,!应当走到群
众中去# 参加人民的每一项争
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亦只有如
此#他的生活方能自由#他的生
活才是斗争的$ ")此件已捐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

址纪念馆*

丁景唐的学术论文集 &妇
女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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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由上海
沪江书屋出版 #署名 !丁英 "$

其中一篇 &祥林嫂---鲁迅作
品中的女性研究之一 +# 是他
发表较早的有关鲁迅研究的
文章 $ 经他的同学吴康推荐 #

雪声越剧团将鲁迅小说 &祝
福 + 改编成越剧 &祥林嫂 +$

$%)$

年春#上海鲁迅纪念馆开
馆#

$%)!

年
&

月# 他访问绍兴
鲁迅故居 #偶于一旧书店购得
&野草 +初版本 #回沪后赠上海
鲁迅纪念馆 # 并立下心愿 ,倘
在我的藏书 %藏物中有上海鲁
迅纪念馆没有收藏的书刊等 #

我都要献出来 #以实践 !把鲁
迅的还给鲁迅"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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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丁景唐经方行 %

王辛南介绍# 认识了瞿秋白夫
人杨之华$在她的支持帮助下#

开始系统地从事瞿秋白研究 $

$%))

年
(

月#他在&新观察+发
表了 &瞿秋白同志住在上海紫

霞路的时候+#此文系根据当年
掩护瞿秋白夫妇的谢旦如先生
口述# 与杨之华核对并实地考
察后写成$ 他另一篇考证文章
&从 '鲁迅日记 (看鲁迅和瞿秋
白的友谊 +#则是 !鲁迅与瞿秋
白"专题研究的尝试$ 此年

$"

月恰逢瞿秋白牺牲
!"

周年#他
编就&瞿秋白文学活动年表+和
&有关瞿秋白同志及其著译的
参考资料目录+$

$%)*

年#他从丁玲主编的
左联机关刊物 &北斗 +杂志上
发现了鲁迅的三篇佚文 #即创
刊号上的凯绥.珂勒惠支木刻
&牺牲+的说明 #第二期上的墨
西哥壁画家理惠拉作品 &贫人
之夜 +的说明以及为苏联女作
家绥甫林娜小说 &肥料 +写的
&后记 +$ 前两篇未署名 #后一
篇署隋洛文 $根据文章内容及
行文风格特点 #他反复辨认和
研究 #认为这三篇都是鲁迅之
作 #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 写
完 &关于凯绥.珂勒惠支木刻
'牺牲 (的说明 +#慎重起见 #

又通过上海鲁迅纪念馆致函
丁玲求证 # 得到她确认的答
复 $ 于是 #在一年内 #他连续
发 表 了 论 述 那 三 篇 在

$%&+

年版 &鲁迅全集 +和 &鲁迅全
集 补 遗 + &鲁 迅 全 集 补 遗 续
编 +未收之佚文的文章 $

!文革 "十年中 #丁景唐的
研究被迫中断 #直至政治气候
回暖才恢复$

$%+,

年
$"

月#丁
老去北京 # 与友人包子衍 %孔
海珠同往茅盾寓所 #临别时请
茅盾写一首纪念瞿秋白的诗 #

茅盾欣然允诺 # 并抱病命笔 ,

!左翼文台两领导 # 瞿霜鲁迅
各千秋 $ 文章烟海待研证 #捷
足何人踞上游 $ "为纪念 !左
联 "成立五十周年 #丁景唐以
珍藏多年的瞿秋白编选并作
序的 &鲁迅杂感选集 +初版毛
边本为母本 #交上海文艺出版
社影印出版$

$%+!

年
)

月#丁
老去上海图书馆查看 !文革 "

中从陶亢德家中抄走 %被顾廷
龙冒险捡回的老舍 &骆驼祥
子 +原稿 #经丁景唐逐页鉴定 #

确认系老舍原稿 #遂致函老舍
夫人胡絜青 %女儿舒济 #告知
四十六年前老舍创作的 &骆驼
祥子 +原稿在上海重新发现之
喜讯 #并写成专文在 &新文学
史料+发表$

丁景唐研究鲁迅 %瞿秋白
和左翼革命文化数十年 #他曾
语重心长地说 #!左联 "当年是
以文化 !拓荒者 "的姿态出现
的 #他们用犀利的杂文 #或沉

绵的小说 # 或隽永的诗篇 #来
唤醒中华民族 #!左联 "那种直
挞时弊的文风 # 为国为民 %励
精图治的献身精神 #至今仍值
得发扬$

!

文革 "前 #丁老长期在上
海宣传系统工作 $

$%*%

年# 复出后的丁景唐到上海文
艺出版社工作# 又承担多个文
学%文艺团体的事务#虽然工作
千头万绪#但他最为牵挂%最耗
精力的一件事# 莫过于重续出
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
文学大系 + 初版于

$%&)

年
)

月-

$%&(

年
!

月 #由上海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赵家璧主
编#蔡元培作序#胡适%茅盾%鲁
迅等编选人作导言# 系中国新
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 )

$%$*

-

$%!*

*理论与创作的选集$ &大
系+第一辑出版后反响甚好$赵
家璧便按照茅盾的要求# 着手
续辑的资料收集和编选工作 $

但由于抗战%内战相继爆发#以
及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 这个
计划被迫搁置了三十余年$ 时
光转到

$%+$

年
$"

月# 丁景唐
领导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抓住历
史机遇 #影印出版了 &大系 +第
一辑#平均印数达二万套$

$%+&

年春 # 由丁景唐主
持 %赵家璧任顾问的 &大系 +第
二辑)

$%!*

-

$%&*

*编纂工作正
式启动$ 他对编辑工作极其严
谨# 选用的文章必须找到初版
本#或最初刊登的刊物#文艺社
一批编辑穿梭于藏书楼% 辞书
出版社%作家协会资料室#从一
手资料中精心甄别%挑选$他约
请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

芦焚 )师陀 *%艾青 %于伶 %夏衍
为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
文学 %诗 %戏剧 %电影文学各集

作序$第二辑历经六年#终于在
$%+%

年
$"

月出齐# 获得了文
学界 % 学术界的重视和赞誉 $

$%%!

年#&大系+第二辑获第六
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

年
底#丁景唐由于年龄关系离休#

但他并没有脱离自己钟爱的出
版编辑事业 # &大系 + 第三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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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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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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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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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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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编纂工作#都有他的付出$

丁
老离休后#虽然不必再
去绍兴路出版社上班

了#可他也没闲着$在身子骨尚
硬朗时# 丁老还参加一些文史
研究或纪念活动 $ 比如 #

$%+(

年
$"

月 # 陪萧军夫妇谒鲁迅
墓%鲁迅故居%看望吴朗西夫妇
及拉都路)今襄阳南路*

&)$

号
的

$%&)

年萧军%萧红旧居$

永嘉路慎成里是典型的
石库门弄堂老房子 #丁老在这
里居住了近七十年 #他的房间
在三楼 #楼下住着子女 $ 他的
生活比较有规律 #清晨醒来天
尚未亮 #便打开收音机收听中
央台广播 # 先听农业节目 #他
说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 #和农
民打交道 #所以对农业 %农村 %

农民这 /三农 0特别关心 $ "天
一亮 #就听新闻联播 #在第一
时间了解国内外新闻是他雷
打不动的必修课 $他的房间是
一个充斥书籍 %报纸 %杂志的
空间 #特别是他床前的一张桌
子 #放满了稿纸 %笔筒 %茶杯 %

药瓶 # 有待查阅的资料和信
件 $每当家中保姆进屋欲整理
打扫时 #他总是再三叮嘱 ,!啊
唷 #阿姆唉 #台子上的东西千
万莫动 # 等一歇又要寻勿着
了 $ " 就在这张桌子上 #他写
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文章 $

两间亭子间也都被书报牢牢
地占据着$ 儿媳好心劝他,!这
些旧报纸卖掉算了# 要查资料
叫年轻人到电脑里去查11"

他笑道 ,!侬勿晓得 #写作资料
要自己查 # 书报我要派用场
的#莫动#莫动#哈哈2 "

$%%%

#丁老因心脏病和胃
出血两次住院 # 幸无大恙 #康
复后又回到永嘉路$这年

$$

月
!)

日#他特写一封信面交前来
探望的孙颙# 函中写道,!我思
考多年的一点心愿 # 希望不
要为我举行任何纪念的仪式
)即使九十岁 %百年之后 #也不
要为我举行任何纪念仪式 *#

让我静清地安度晚年 $ "

!""%

年
+

月
)

日之后 #丁老一直住
在华东医院老干部病房 #澹泊
超然 $ 凡有友人来访或接受
记者采访 # 他总是习惯性地
准备好纸笔 # 交谈中随时笔
谈 #将一些关键词或因 !宁波
官话 " 别人一下子听不明白
的地方写给对方看 $

吾生亦晚 #虽早闻丁景唐
先生大名 #但能当面拜访丁老
还只是近几年中的事$

!"$"

年
*

月
'

日下午 #

在丁言昭的引荐下 #我与其他
几位到华东医院探望丁老 $丁
老精神矍铄 #面容清癯 #目光
和蔼 #思维敏捷 $他时而倾听 #

时而询问 # 从文化谈到艺术 #

从民国轶事谈到当下时闻 #用
惊人的记忆力带我们穿梭时
空 $ 两个小时的交谈中 #他兴
致勃勃毫无倦意 #还为每位客
人题词留念 # 令我喜出望外 $

会见后 # 丁老与我们合影留
念 #他见我们带着单反数码相
机 #便招呼我再给几位医院负
责照看他的医生 % 护士留影 $

那次拜谒丁老时 #我不经意提
起手头正在编写一本书法家
故事教材 #有些资料尚在收集
中 $ 不久 #我家邮箱收到了寄
自永嘉路的信 #寄信的是丁言
昭 $ 拆开信封一看 #里面是有
关书法的剪报资料 #我随即打
电话给丁言昭表示感谢 #言昭
告诉我 , !父亲听说你写书法
教材需要资料 #特意吩咐我将
家中以前他收集的有关剪报
资料寻找出来寄给你 # 希望
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 "这实在
太出乎我的意料 # 太令我感
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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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丁老
去世#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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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他一生鼓文
学之棹# 在文化的海洋中扬帆
万里$

!

丁 景 唐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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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摄

于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