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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中国文化之拳拳赤子
###뛁陈福康$횣振铎传%$횣振铎论%

!뫺晓明

今年是郑振铎先生 #!9 훜年诞辰!去

世 %"훜年" 一个甲子!在中国文化中具有

重要意义!代表时间之流逝#厚积#톭环#틤

念" 而陈福康教授于此际修订再版$郑振铎

研究书系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三

种&&&$郑振铎年谱%$郑振铎传%$郑振铎

论%!意义重大" 陈福康教授是学界研究郑

振铎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自上世纪 $" 年代

起即笔耕不辍!立志为郑先生著书立传" 数

十年间!他以一人之力!通过长期扎实而艰

苦的学术钻研!릴稽史料!推陈出新!建立

了关于郑振铎研究的年谱#传记#论述之完

整系统" 今年发表的这一系列重要成果!标

志着当代学者对五四学人史研究达到了新

的水平!具有学术典范的意义"

首先!重新认识郑振铎在新文学运动中

的地位与意义" 通过陈福康教授的执着钻

研!其所发掘援引的大量思想动因#具体事

例及人物关系!令人真正了解到'郑振铎实

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之先声与翘楚!他是真

正求中国文化能独立世界学林的五四新学

人!是汲汲热衷于保卫和启迪文明火种的传

火者!是尽心传承华夏文化之拳拳赤子"

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背景下诞生

的#开时代风气的新学人" 他和诸多同时学

人不同!童年较少深厚的传统家学之熏陶!

좴能不受五四时期偏激绝对的反传统思潮

影响!主动吸收传统文化母体之精髓养料!

又以崭新而客观的视角洞察历史! 쒱划未

来!以求中国文化之真#通#新" :;!9年!以

郑先生为核心组织的民国第一个且最大的

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之会章即表

明'(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 整理中国

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 )他对传统文

学和文化的认识#发掘#整理!是要求其真#

执其正!辨清(金玉)与(沙石)" 在此基础

上!他有$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

$닥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著

述!同时也在文献#艺术#考古#民俗等方面

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是

为求其(真)" 同时!他又不仅将中国文化从

古至今联系起来!还(在与世界文化的广泛

的比较和研究中! 阐述新的文学观念)!大

量翻译引进世界各国文学! 发比较文学之

先声!是为求其(通)" 最后!他也大力主张

五四新文学之蓬勃发展! 不仅自己投身于

散文诗#小说#퓓文等创作之中!还大力组

织文学社团!创办编辑文学刊物!是为求其

(新)" 正因时代与个人所带来的(탛浑精神

与广阔视野)&슬卡契语*!以及对中国文学

文化深沉的热爱! 郑振铎才能有如此深刻

伟大的认识与贡献"

同时!郑振铎是具有使命感#启引中国

文明火种的传火者" 首先他以积极而负责

的学术态度! 헫对传统文学遗产做了大量

成系统的编选#题跋#校勘#出版等工作" 如

其主编$世界文库%时!就亲自整理保存了

诸多重要诗集版本!냼括敦煌文献+对小说#

쾷曲#民间文学的刊载也不遗余力+足见其

对待文化遗产鞠躬尽瘁# 킽尽火传之责任

心" 其次!在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在形如

孤岛#危如累卵之上海极力抢救#影印#收

购文学及文化遗产! 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

化财富" 郑先生认为'(,辑佚-的工作!往往

是,文艺复兴-的先驱" )陈福康教授评论郑

振铎'(努力整理中外文学遗产! 以夸父与

日逐走和普罗米修斯盗取神火的大圣大勇

精神! 在昏暗的旧中国的文坛上点燃了耀

眼的爝火. )期待中国文明之复兴重立世界

文明之林!正是其使命与责任所系" 最后!

郑先生之热望又非无本之木! 而是根源于

对世界文明的宏观理解! 以及对文学之大

用的强调"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为人

生的文学)!以复兴#发扬中国之文学文化为

己任! 并强调文学之于社会人生的巨大影

响+ 他也不断积极发掘提拔新文学作家!如

郁达夫#탭地山#믆庐隐!甚至老舍#냍金等!

并倡导儿童文学的创作发展!可以说充满对

未来文明之曙光的乐观期盼"

此外!郑振铎对中国文化运命的捍卫与

赤诚! 亦足见其拳拳赤子心" 他是学者#作

家#编辑!也是以笔为剑的旗手和斗士" 陈福

康教授给出这样的评价'(郑振铎的一生!就

是这样追求光明!追求革命!一直保持前倾

姿势的一生" )同时!上海作为郑振铎一生中

重要的因缘之地!也见证了其抗争与转变的

人生轨迹" 在上海的五卅运动#(四/一二)反

动政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孤岛时期#战后的

民主斗争中!他都能看清中国未来的道路并

坚定地站在进步的一方+并以文化人所能竭

尽的一切努力!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以(톳道

者)般的进步思想和实际行动捍卫中国的光

明与希望" 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郑振铎身居

文化系统要职!鞠躬尽瘁#勤恳为公!受到政

界#学人的一致推重+:;<$年先生的壮烈牺

牲!则令当时文化界万分震惊与惋惜"

陈福康教授关于郑振铎的著述!特以穷

尽史料# 故事细节及人物之相互关系为重

要特色" 如$郑振铎传%中有抗日时期郑先

生著名的(最后一课)!还有本次修订新增

的在四马路与汉奸(주跑)等见诸报端的大

量珍贵史料" $郑振铎论%中则新增了(郑振

铎与同时代人)这一系列专题!使得先生与

时人的交往# 时代与个人的际会沉浮历历

在目!这也是作者多年心血所成" 读其传!

如见其人+这些人生中宝贵的故事与细节!

使我们能更加深刻地体会郑先生捍卫光明

与文化的赤诚之心" 一生奋斗不息的郑先

生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人的典范楷模!也是守

望中国文化之拳拳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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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움李嘉翼(祝鸿杰$뛻雅正义%点校本

!훜文兴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阐

释!要从基础工程扎实做起" 传统

经典的整理是最基础的工作!而

字词工具书的点校更是基础中的

基础" 但是多年来!这种最基础的

工作由于难度大和效益差! 횻有

极少数学者甘愿扶犁以进" 以清

代著名学者邵晋涵0:=&>&:=;%*

的代表作$뛻雅正义%为例!这部梁

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强调(应该特笔记载)的名著!中国

古代首部词典! 从 :;$! 年到现

在!整整七个五年计划的时间!돽

了武汉大学李格非先生曾准备着

手点校整理外 0李格老过世后就

没有人愿意做下去*!一直处在(无

人问津)的状态" 这不能不引起我

们的深思"

前不久!李嘉翼#힣鸿杰二位

先生点校的$뛻雅正义%由中华书

局正式推出!죃我们看到'学术界

仍然有不计名利#不计报酬#甘于

奉献的耕耘者. 文化界仍然有致

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助推者.读书界

仍然有深入挖掘人文经典宝藏#

展现中华文化永久魅力的开拓者.

$뛻雅% 收录词汇 &999多个!

按类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

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

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

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篇" $뛻

雅正义%是清代注释$뛻雅%的重要

著作之一! 作者邵晋涵用力数十

年!于乾隆戊申年0:=$$*初刻!次

年0己酉*重校定稿" 这部著作广采

汉晋诸家训诂与郭0*注比较!相

同的会通其说! 相异的博其旨趣!

并对郭注谨慎阙如之处进行补注"

引经证注!햷转旁通!稽考声韵!辨

别名物! 并随文发明经注体例!릹

建了清人注疏$뛻雅%的基本框架!

开创了雅学研究的新局面!开启了

清人重新注疏十三经的先声"

李嘉翼先生是训诂学的行

家!对$뛻雅%쟩有独钟!用力甚勤!

틑发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十多

篇" 李嘉翼先生不仅深谙点校之

道!更深怀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

$뛻雅正义%点校本以己酉重校本

为底本!通校戊申初刻本!用校勘

记全面反映邵晋涵的修订成果!

$正义%成书#定本的经过与思路得

到清晰地呈现" 点校本对邵著做

了准确细致的标点#校勘#分段!

附录大量有关邵晋涵和 $뛻雅正

义%料!럡富而详实" 폈其值得

一提的是!李#힣点校本制作了深

度的索引! 不止将 $뛻雅%$뛻雅

注%짦及的字词编入索引!还将邵

晋涵在$뛻雅正义%中指出的某字

通作某!本或作某!别书作某!쪡

作某!古字作某!误作某!等等!均

编入索引!并括注$뛻雅%本文之

字!略翻索引!即可大略了解邵晋

涵的语言文字思想! 极便学者研

读利用"

뻝李嘉翼先生介绍 ! 他从

!99% 年开始着手整理 $뛻雅正

义%!!9:!年底与中华书局签订合

同!按协议 !9:> 年底出书!为给

人们提供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本

子!前后进行了四校!出版因而推

迟了四年!加上前期的准备工作!

点校整理的时间与邵晋涵撰著的

时间相当" 李嘉翼先生说!是邵晋

涵的人格鼓舞他坚持下去的" 原

印影本繁体字# 生僻字计 <9 多

万!字迹漫漶!一般的打字店不敢

揽这活! 是他妹妹的鼎力帮助才

最终完成书稿" 新时代!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

性发展!非常需要这种(十年磨一

剑)的精神.

李嘉翼先生认为! 对传统文

化中的经典!뇘须秉持客观#뿆学#

샱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

不简单否定"$뛻雅正义%的点校整

理! 뫄时最多的是对邵著错误的

修正"邵著虽为名著!但校勘补正!

不尽中肯!漏校误校!时时有之"对

此!点校者均一一进行了订正" 如

$释言%(!及也)쳵!邵著'(下文

,듾!及也-!,-!或体字也" $小

雅/랥木%퓆',我暇矣" -)今按

()!古音在定母之部+(듾)!古音

在定母月部"$뛻雅郝疏刊误%'(念

孙案',-与,듾-义同而声异!不

得混为一字" 此非精于三代两汉

之音者固不能辨之" ) 邵氏以异字

为同字!误"又如$释水%(潬!沙出)

쳵!$正义%引郭注(今江中呼水中

沙堆为潬)!邵著尽管引$类篇%퓆

(江东呼水中沙堆为潬)! 然未明

确指出(江中)应为(江东)之误!

(潬)字下尚脱(音但)二字" 阮元

$校勘记%퓆'(雪牕本同" 注疏本

,江东-룄,뫓中-!又删下二字"按

$一切经音义%뻭十#뻭十一#뻭十

九三引此注皆作,江东-" )按阮

说!邵氏显然沿袭注疏本之误!而

未注意雪牕本与唐写本所引郭

注!以致漏校"李嘉翼先生在点校

时还纠正了邵氏的牵强附会甚至

错误之处"뻙例说明!邵著$释言%

(슦#昵!亟也)쳵!郭注(亲昵者亦

数 !亟亦数也 )! (亟 )是个多义

词!(슦)为(싅次)之亟+(昵)本作

(昵 )!训 (亲昵 )之亟 !(싅次 )与

(亲昵 )义不同 !邵疏 (亲昵亦数

也)!牵合郭注!实不可取"李嘉翼

先生对邵氏援引书证但例不证词

问题也不放过!如$释诂%(扬!续

也)쳵!邵著引$曾子立事%篇'(身

言之!后人扬之" )뻤中(扬)为(돆

道)(돆颂)!非谓(继续)!邵氏引

例不当" 又(越!扬也)쳵!邵著引

$훜语%퓆'(越九原" )韦$注%

퓆'(越!扬也" )按(越)当训(훎)!

邵氏对韦注之误未能辨正! 引用

不当" 랲此种种都体现了点校者

严谨求实的精神"

李嘉翼#힣鸿杰二位先生!甘

坐冷板凳! 쫄啃硬骨头! 用力 :!

年!给我们贡献了一部精品" 这种

默默耕耘#쪸志不渝的奉献精神!

是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过程中应该大力弘扬的"

$뛻雅正义%

&쟥'짛晋涵著

李嘉翼 祝鸿杰点校

中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