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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原创 

徐斯年、向晓光《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年表》...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  

西方文论观照下的唐宋词研究——英语世界唐宋...  

章颜：挖掘被湮没的声音  

胡志德：寻找钱锺书  

许丽青：诗学中的“意义”阐释  

雷勤风：钱钟书的早期创作  

跨越中西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张隆溪教授访谈录...  

现实与神话——著名汉学家高利克教授访谈  

“新家庭”想象与女性的性别认同——关于现代...  

网文荟萃 

张治：林译小说作坊的生产力 

 

罗闻达：目录是打开“罗氏藏书”大门的钥匙  

葛兆光： 《文汇报》：“复旦文史丛刊”的基本...  

陈毓贤：洪业怎样写杜甫  

王璞：“灰色地带”的意义  

胡晓明:问题意识、内在学理与典范融合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4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3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2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1  

推荐阅读 

从赋、比、兴观《诗经》之英译 

 

帕里-劳德理论：王靖献《钟与鼓》  

西方诗经学中的两大特点与剖析  

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1  

中西诗学的汇通与分歧：英语世界的比兴研究  

顾彬访谈录：“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坦率”  

异邦的荣耀与尴尬——“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之...  

 

感谢徐斯年老师供稿 

 

1980年初秋某日，当王仰晨同志在他的办公室里找我谈话，要我接替周振甫先生担任《古籍序跋

集》的责编时，绝对是在“赶鸭子上架”，因为我既不是专攻古代文学，也不是专攻文献学的。只

得采用笨办法：第一步，寻找手稿，核校有关篇目正文（这步工作当时做得不够细）；第二步，逐

条核对“红皮本”原注涉及的文献和相关资料，为审改注文掌握依据；第三步，逐项查核全书正文

涉及的书名、引文、人名、地名、事件等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常需大海捞针）；第四步，在第三步

的基础上，选立并补写红皮本未注的条目和注文。这是一个自学过程，收获不小；任务虽算完成，

却也留下一些遗憾。 

 

这次又叫我兼做《译文序跋集》的修订工作，同样是在“赶鸭子”，因为我也不是专攻外国文学

的，虽然学过一点俄语、法语，却早就奉还给老师了。依旧采取老办法，但主、客观条件已和当年

大不相同，资料的查阅范围较窄，工作也做得不如那时细密。 

 

“架”是趔趔趄趄地“上”去了，“鸭子”总归不能变成鸡或孔雀——“出身”所带来的局限性是

无法消除的。这就决定了无论在1981年版还是这个2005年版里，都会存在因我而造成的不足之处。

下面集录的修订扎记中，同样包含着这样的局限性。 

 

这些札记，写的或是非交待不可的内容，或是修订过程中自己费力较多、思索较多而又往往尚未完

全解决或想通的一些问题。其他内容，有的已经写过（例如《〈中国小说史略〉注疏补正》1里，就

已包含一些关于《〈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的资料），有的过于琐碎，全都从略。 

 

校勘工作的特殊性 

 

《古籍序跋集》所收篇目，有一些是据手稿编入的，还有一些是虽曾发表，但印行于鲁迅逝世之后

的。这些篇章正文校勘的底本，当然应是手稿。但是，手稿难免会有一些讹误；《〈唐宋传奇集〉

稗边小缀》虽在鲁迅生前就已印附于《唐宋传奇集》里了，手稿和印刷本的讹误却又最多。所以，

校勘工作除遵行编委会颁布的相应规则之外，还需制定一些特殊规则；下列规则基本都是注释1981

年版时业已确立的，这次又经过定稿会议的讨论，并且得到认可： 

 

（一）《〈嵇康集〉跋》、《〈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三篇，1981年版标题皆

与手稿不同，修订时保持该版原题，其根据均见《〈嵇康集〉序》手稿。 

 

（二）繁体字原则上均改为简体，但对个别体现鲁迅当时习惯或改动之后可能导致误解的繁体字，

则酌情保留（前者如《会稽郡故书襍集》的“襍”字；后者如《〈嵇康集〉逸文考》中“託心”之

“託”字和“記以”之“記”字，见05版52页1行）。 

 

（三）手稿里的个别笔误和标点符号使用错误，均直接在本版正文中予以改正，不加校注（前者如

《〈嵇康集〉序》中的“弥失其旧”，手稿原作“弥失甚旧”，见05版64页9行；后者如“余谓绿

珠”，手稿原作“余谓《绿珠》”，见05版147页18行）。疑是衍文者一般保留，另加校注说明之

（如《〈范子计然〉序》中的“计以”之“计”，见05版30页2行）。正文中的引语常有缩略，或

者实为引述语（《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有这种情况），此类文字均不标加引号。关于标点符号的使

徐斯年：《鲁迅全集》第10卷修订札记 



雷勤风：钱钟书的早期创作  

文学“向内转”：由外而内的“去政治化”策略...  

精彩图文 

 

 

张治：林译小说作坊的生产力 

 

李欧梵教授演讲《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 

 

陈毓贤：洪业怎样写杜甫 

 

王璞：“灰色地带”的意义 

免责声明 

本站论文资料仅供专业人士及爱好者学术交流研究

使用。您可以浏览、下载或转发这些资料，但不能进行

任何更改、不能擅自进行商业性使用，否则将被视为对

作者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如果您转帖本站文档，请务

必在网页中注明作者和来源。 

用规则，在尊重手稿、底本原貌的前提下遵行国家标准。应该指出，现行国家标准是存在不够严密

之处的，例如：旧规矩有人名线和地名线，对于阅读理解很有利；现在取消了，容易出问题。05年

版第一、二次印本127页12、13行的“或乌有。无是类，不可知。”前一个句号不知是怎么加上去

的。旧版均作：“或乌有 无是类，不可知。”读起来就不会出这样的笑话了。又如第103页第7行：

“父誡令作《秋河赋》”，其中的“誡”是人名；若用人名线，也就不必再注文里特别说明了。 

 

（四）手稿和旧时版本正文中存在的一般性资料疏误，例如征引古籍书名、卷次的错讹以及引语中

的细微差异、脱失，亦均在本版正文里直接予以校补（1938年版已作如此处理，但是直至1981年

版，仍然不乏遗漏之处）。凡此亦不另加校注。 

 

（五）正文引用文献资料疑有笔误者，专列校注或在相应注文中用按语方式加以说明（前者如05版

32页注[2]，后者如7页注[4]）。 

 

（六）修订中查核相应文献内文，发现与正文所引出入较多者，亦用校注或在相应注文中加以说

明，并且注明所据版本（如05版60页注[3]）。 

 

（七）正文所引文献内文，经查核发现出入甚大者，在相应注文中引录所查原文，并注明所据版

本，以资比勘（如05版115页注[10]）。 

 

我的工作程序是先修订注释，后校勘正文。不料前项工作基本结束时眼睛开刀，《译文序跋集》的

正文校勘只得转请王锡荣兄代劳。《古籍序跋集》幸有赵英同志与手稿做过认真比勘，并于生前提

供了一份详尽的《校读记》，使我获得捷径。我与她素未谋面，不胜感怀之至！ 

 

尽管在正文校勘方面比81年版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这个本子仍难视为“定本”；而且我以为《鲁

迅全集》是不可能出现“定本”的，因为“定”的标准太难统一。不如出版一本“鲁迅著作重要版

本比勘录”，将手稿、初版（初刊）本（篇）、其他重要版本（鲁迅生前正式出版者）与几种《全

集》逐篇加以比勘，细致纪录异同，以供学术界、出版界参考。这项工作非鲁迅博物馆不能胜任，

因为其他单位、个人都不可能直接掌握如许书刊原本。当然，眼下做这种事，除了“人”的因素之

外，必须解决“钱”的问题，否则全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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