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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经推荐给顾颉刚!쾣望在"퇠京

学报#上发表$ 当时"퇠京学报%

的主编是顾颉刚与容庚$顾与容

商量!后者以为&印出无销路!故

不印'(!맋颉刚日记"!"#$ 쓪 %&

퓂 '뫅)$ "金史氏族表初稿%最

后发表在 !"#$年的 "史语所集

刊%上$ 后来陈述进入史语所工

作! 与顾颉刚有不少见面的机

会$ 붨国以后!二人也不时一起

晤谈$陈述参加到&二十四史'工

作中来! 时常向顾颉刚请教$

%"&' 年 %( 퓂!点校本"辽史%出

版!陈述先生又全力投入到"辽

史补注%的撰著中$

&二十四史'的整理计划!原

本分两个部分! 一是标点集注

本!一是标点普通本$ 我们现在

看到的整理本是后者$集注本包

括已有的六种*王先谦+汉书补

注%"后汉书集解%"쳆书合注%,

슬弼"죽国志集解%,컢士鉴"뷺

书斠注 %,역元瑞 "五代史注 %!

再加新编二种* 史记集注和南

北史补注$ 陈述曾与顾颉刚商

议!是否能将 "辽史补注 %纳入

此集注计划$ 考虑到集注本是

标点整理前人旧注! 而本书为

今人新注! 쟒在做法上与王先

谦等人不同!不重考订训诂!而

主要增补史实! 是陈述本人多

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顾颉刚认

为本书单独出版更为合适 !于

是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 늢撰

写了序言$

中华书局档案中藏有顾颉

刚写给时任中华, 商务党组书

记兼总编辑金沙的推荐信 !

录于下$

金沙同志!

颉刚承乏二十四史点校工作

联系之责"삢拥虚位"뫁无建白#多

幸出版局和中华各级党的直接领

导"以及工作同志们的努力"뿋底

于成#这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和党的文化政策所取得的可喜成

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成

绩"횵得庆贺#

뷱后廿四史书有很多工作可

做# 就廿四史的材料情况来说"有

的比较详赡$ 有的则漏略过甚"不

足反映一代史实#辽史就是其中漏

略最多的一种#此次参加点校辽史

的陈述同志旧有%辽史补注&稿本"

系仿裴松之注%죽国&体例"对%辽

史&作全面补充# 颉刚曾于 !"年

春翻看些注"뻵有辽一代史料赖此

获得总集# 自清以来对廿四史作

整部加注的"잰有%뷺书斠注&"떫

彼多在文词"此则较多注重史料"

폈有用处# 建议由书局责成陈述

同志将其稿写清" 即可作为此次

点校工作的补充#是否可行之处"

춳请裁夺#

此致

敬礼

顾 颉 刚 #$%&%'"

金沙批示*&树平, 守俨同

志阅$ 先了解一下情况$ '컢树

平和赵守俨是 &二十四史 '及

"清史稿 %点校组 (即原古代史

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白寿彝$

赵守俨批复*

陈述同志的辽史补注一稿"

뾹战期间即已着手" 后来又经多

次修改#他曾给我看过该稿体例"

大致包括正误'补缺(补史实'补

传)'考异几个方面# 如果做得好"

对研究辽史确是有用的# 떫稿本

大家都未见过" 建议他先把稿子

送来看看"좻后考虑处理办法#

컢树平批复*

给陈述一信"请他把稿子送

来看看# 볲复顾颉刚"说明我们

已与陈述联系#

于是中华书局编辑部分别

给顾颉刚,陈述回信如下*

(一)

颉刚先生!

您写给金沙同志的信已收

到#关于陈述的%辽史补注&一稿"

我们已直接和他联系"请他把已

出定稿部分连同凡例送给我们

一读"读后再和他交换意见# 承

您关心我们的工作"뷷表谢意#

此致

敬礼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

陈述同志!

近接顾颉刚先生来信" 쿲我

们介绍了您的%辽史补注&一稿#쾣

望您将已经定稿清抄部分连同凡

例交给我们一读"�读后再和您交

换意见# 关于全稿进行情况"틠盼

复中告知一二#

此致

敬礼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上述二信于 %"&$年 "퓂 %)

日同日抄发$ 看过部分样稿后!

中华书局与陈述先生商定了排

印办法,体式$ 当时全稿已进入

清理阶段!原计划第二年完成$

多年心血终于要出版了!陈

述的心情可想而知$ 经历了前几

次的&늨折'!也多多少少有点不

放心!엂稿件积压!再生变故$ 年

底周世钊来京医疗! 陈述曾欲请

顾颉刚&作一致毛主席函!由其转

去'(!맋颉刚日记"%"('쓪 %%퓂

)$日)$ %"&$年底!北京所承担十

五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基本都已结

束!&总其成' 的顾颉刚正拟作一

总报告呈毛主席,周总理!떫细想

觉此事不妥!늢未照办$

쾣望成果尽早面世, 以供学

人使用的急切心情是一方面!떫

另一方面陈述先生对学问的态度

是&쟳全责备'的$ 上世纪五十年

代以来! 쳯野考古带来了许多新

材料如辽代碑志等! 因此他决定

先整理碑刻材料!出版"全辽文%!

再用新材料进一步增订 "辽史补

注%$ 于是出版计划再次延后$

陈述先生生前书稿已基本

完成!全书序例再订于 %"*" 年

" 퓂! 后记作于 %""( 年 %( 퓂!

%""% 年 %% 퓂出版的"辽金史论

集%第五辑!全文刊载了陈寅恪

的"辽史补注序 %和陈述 "辽史

补注序例-后记#$ 学界都在热

切盼望+辽史补注#的出版$ 떫

当时+氏族志#+国语解#还有一

些部分未整理完$%""+ 年 % 퓂!

陈述先生去世! 终究未能见到

该书的出版$

쯄

陈述先生去世以后!+辽史

补注# 遗稿由长女陈重及其婿

周思永 (即周世钊之子 )整理 $

书稿先交付了本纪部分! 约占

全书的 '(,$ 这部分于 %""' 年

底发稿!发稿意见如下*

풪代修%辽史&较为草率"볈

未认真搜集' 考订史料" 再加上

纪'志'表'传相互检核不够"틲而

史实错误'缺漏'쎬盾颇多# 本补

注在厉鹗%辽史拾遗&'퇮复吉%拾

遗补&'陈汉章%쯷引&(내当为索

隐)뗈基础上"广为搜集史料"包

括近人研究及考古成果均予以吸

收"成%辽史补注&# 补"킧褚少

孙补%史记&$注"킧裴松之之注

%죽国&# 其内容包括!!正误!正

驳文'订朔闰'뇦重出'뻀讹舛'移

卷次$"补阙!补传'补志表'퓶

事'加详'통诂$#补歧译!补歧

译'补异闻$$듦类事!뢽类事'듦

人物# 是书引征广博"考订详密"

是研究%辽史&集大成之作#

责任编辑! 튦景安 ())"年

(*퓂 *#죕

总编辑! 뢵璇琮 )" 年 (*

퓂 +,죕

发稿单显示!此次发稿的本

纪部分约计 *(( 잧字! 共 %+&#

튳.듽发件还有序,序例,后记,

志,表,传,引用书目$ 最早担任

该书责任编辑的是当时的古代

史编辑室副主任姚景安$

陈述先生的家属都不从事

文史研究工作! 整理遗稿对他

们来说难度很大! 쪣下的部分

迟迟未能交付$ 后中华书局方

面也发函询问过书稿整理进

展$ 档案中存有一封&듟稿信'*

훜思永'陈重先生!

您好*

陈述先生大作 %辽史补注&本

纪部分已发稿有时"本书是作为这

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书"떱尽快发稿

出版#떫自%本纪&发稿后"其余稿件

未见移来"不知整理工作进展如何+

为了能按计划出版"컱请尽快整理

%志&'%表&'%传&部分的稿子"以便

安排拜读'发稿# 此并盼赐复#

敬颂

教安*

中华书局编辑部

)&%$%*&

全稿大概在 +(() 年前后

交来$ 最后一版的手稿!用的是

-' 大小稿纸的稿纸$ "辽史%原

文部分用点校本逐条剪下 !쳹

在稿纸上! 有校改或需要出注

处!以钢笔标示注码.注释则用

蝇头小字誊写在后!쫺排繁体!

럇常工整 $ 这批手稿共 #+'+

튳 !分册装订成 #' 本 !用牛皮

纸做封面! 装在一个深色手提

箱里$ 工厂先排出校样!校对后

又请作者方面校订$ 书局提出!

펦按照出版规范! 对全书的一

些缩略语, 引文出处进行统一

处理$ 这项繁重的任务!周思永

与陈重又进行了多年! 其间陈

重女士因病离世! 由周思永先

生最后完成$

姚景安退休后! 书稿由另

一名资深编辑崔文印接手$ 周

思永最终校订完的校样 !于

+(%# 年 $ 퓂退回书局$ 崔文印

先生看了一部分本纪! 第二年

年初由于年事已高未再返聘 !

校样再次搁置$

+(%' 年夏天! 我从中国人

民大学国学院硕士毕业后入职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 不久便

接手了这部"辽史补注%$ 承担

这样一部重要作品的责编工

作!쇮我既惶恐又荣幸!낵下决

心一定要把这部书做好$

经过反复审读,商议!我们

定出对本稿的基本处理原则

是* 充分尊重老一辈学者的著

述习惯!尽量保留遗稿原貌!改

错不改异$ 比如在引用某一条

文献时! 旧时学者大多是凭记

忆撮引其意!这种一般不改.떫

如果引用卷次有误!则改正之$

由于年代久远! 排版技术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쫗先要做的!是

重新排版$ 重新排版时!对字体

字号进行了调整*"辽史% 正文

和陈注以大小字区分!补传,补

志同正文字号$

新校样的编辑加工! 主要

做了以下工作*

一,뫋对"辽史%正文$ 陈述

先生是旧版"辽史%的主要点校

者之一 !对于 "辽史 %的校勘成

果!已几乎体现在了点校本"辽

史% 中$ 떫有一些比较大的改

动!点校本没有采纳!陈先生在

"补注%中则充分发挥!比如一些

具体卷次的挪动和传, 志的补

充$ +(%)年初!쇵浦江教授主持

的点校本"辽史%修订本正式出

版!在遇到一些疑问时!我也参

考了修订本!떫原则上从原点校

本$ 뎬出原点校本的改动!注文

有充分依据的!皆遵从作者$

二, 뫋对引文$ 按前述原

则!&撮引其意'者皆保留原貌!

떫去掉引号. 出处及卷数有错

则改.짦及少数民族的人名,地

名!不同文献版本可能有异译!

因不确定陈先生当时所用为何

种版本!均予以保留.所引原书

有误而陈先生径改的个别文

字!틠从$

죽, 陈先生在著述中对古

今地名多有考释$ 뷼几十年来

政区变动不少!本书既是遗稿!

我们基本采用作者生前即 %""+

年以前的资料$

四,本书的志,传部分有大

量增补内容!皆排为正文字号$

为了提示读者! 对这些增补的

条目 ! 在目录和正文中均以

&/补0'字标明$

五,撰写出版说明!뷩绍本

书的基本情况和处理原则$

以上仅是编辑的一些技术

性工作$ +辽史补注#늩览旁收!

짦及诸多专业问题的探讨 !为

此我们还特意邀请了外审专家

对书稿进行学术把关$

周思永先生年事已高! 书稿

的出版后来主要由陈述先生的小

女儿陈正女士与我对接$ 陈正老

师对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支持!

在稿件处理上! 充分信任书局的

专业程度! 늢没有因为我是一个

初出茅庐的编辑而有任何质疑$

쿠反! 还耐心为我讲述陈述先生

的治学经历和态度! 提供了很多

资料! 죃我更深入地了解到这部

巨著的来之不易$ 为了书前的插

图! 陈老师带着珍贵的手稿和老

照片多次往返书局!拳拳之心!쇮

人感动$ 쯽说这是父亲一辈子的

心血!쾣望可以有益于后学$

在众人的努力下!+辽史补

注#现在终于面世$ 我想!这是

对陈述先生最好的纪念$

#ퟷ者为中华书局编辑$

! #짏接 %% 냦$

"

돂述夫妇与长子长女在四川三台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