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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必须占有资料，而且应该是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都不是现成的。
那些淹没着研究客体的原始资料，往往浩 似烟海，隐显错杂。
如何从这些千头万绪的原始资料中，通过整理和鉴别 ，筛选出鲜为人知的“稀世珍宝”，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 至还需要访问一些知情人，搜集一些密切关联的其他素材，从众多资料的 
互补与映衬中，才能受到启示，获得比较明确的认知。
而且任何事物，都 不是孤立而静止的存在。
不仅事物本身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嬗变，那 些从事研究的人，也会因为时间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甚
至完全相反的评估。
 比如“文革”前后的现当代文学史家们对柳青、施蛰存的评估，就是互有 出入、大相径庭的。
这显然是由于研究工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认识 不断深化的结果。
因此占有资料，实质上就是从资料的海洋里，遵循时代 的节奏，突破不断运动着的现象，探寻研究客
体的原貌，有所发现、有所 创造的过程。
 当然，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是一个花时费力、极其艰苦的过程。
 经年累月地枯坐图书阅览室而收获寥寥，是常有的事。
 钦鸿同志曾和徐遁翔、闻彬同志等一起，涉足于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 海洋，八年如一日，编纂了一
部11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 。
由于他长期从事扎实细致的探寻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工作，信访和走访了 将近5000人次的作家和知情人
，因此在完成《笔名录》的同时，发现了许 多还没人知道、却又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社
团、作品、报刊 和笔名等，这些都需要开掘出来，恢复它们历史的本来面目，或澄清我们 过去的错
误认识。
比如在鲁迅的译作《月界旅行》中的回末诗，过去都以 为是鲁迅的译诗，钦鸿同志却在与锡金同志的
通信中获得启示，十分细致 地考查了鲁迅著作中的有关自述，参阅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条分缕析
，终于考证出这十余首仿效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结语的回末诗，都是鲁迅的 创作，是译者为了“适合于
我国人”而有意创造的～种“译演”手段。
他 不仅证明了回未诗的内容符合于鲁迅当时的思想感情，而且还证明了回末 诗的创作是符合鲁迅长
期来爱好旧体诗写作的习惯的。
他第一个令人信服 地最早提出这十余首诗是鲁迅的创作，从而丰富了鲁迅诗歌创作的数量和 体式。
 再如茅盾的一篇重要佚文《大众化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 是钦鸿同志参阅了蒲风和杨骚
等许多关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的诗论后 发掘出来的。
原来茅盾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补正蒲风倡议这一运动 时认识的片面性。
茅盾认为：不仅要从提高诗歌创作的数量质量着眼，更 应该从劳苦大众中壮大诗歌的创作队伍着眼，
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是“ 把诗歌从‘沙龙’解放出来到街头”的运动，是“诗歌的群众运动”，只
有这样的“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才能“真正有战斗的力量”。
茅盾 的这一论断，对此后的文艺运动也曾产生过积极的思想影响。
但是1939年1 月发表这篇论文的《战歌》月刊已经失传。
钦鸿同志从杨骚的著作中发掘 了这篇佚文的三个重要节段，虽然未‘窥全豹，却已完整地保存了茅盾
对 文艺运动普及提高的阶级观和辩证观，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弥足珍 贵。
 洗刷历史的尘埃，让人们重新看到一些不该被遗忘的作家，还历史的 本来面目，也是本书的一大特
色。
比如冰心的三弟冰季，在20世纪20年代 末和30年代初，是一位勤于写作，并且有着鲜明个性、取得一
定创作成果 的作家。
他的作品曾经在当时出版的《红黑》、《人间》、《小说月报》 、《新月》等刊物上发表。
在1929年秋出版的第一本收有五个短篇的小说 集《温柔》里，沈从文以《冰季和我》为题，写了一篇
序文，对作者“用 文字解释生活搀入人生的第一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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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冬出版的 第二本收有七个短篇的小说集《幻醉及其他》，冰心写了序文，说这些小 说使她“越
看越惊讶，越看越感动”，觉得作者“是一个善怀多感的青年 ，他在行为上不曾有多少活动，而在他
深忧的沉思里，曾用想象去经验遍 了人间的一切”。
的确，从《温柔》到《幻醉及其他》，冰季的笔触已经 跳出了描写男女恋情的狭隘圈子，而深入到社
会生活的下层，揭露了当时 社会的阴暗面。
他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浪中的一滴不应遗忘的水珠。
但是 此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他被遣送到大西北终老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 过他，连他的姐姐冰心
也已经记不清在她弟弟的什么书里写过一篇什么样 的序文，直到读着钦鸿同志写的《一位被遗忘的作
家——记冰心的三弟冰 季》时，才重新唤起了她的记忆，禁不住在“披读之余，感极而涕！
” 不论是对文献的开掘，或唤起人们重新认识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作家— —所有这些史料文章的撰写
，都是通过作者占有资料的手段来实现的。
可 以说，这些都是作者编纂《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的副产品。
当然， 所谓副产品，并不像工农业生产的那种完全现成的附着物，而只是指一些 研究客体的线索的
发现，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外访内调，查证考核。
 鲁迅回末诗的考证是如此，鲁迅旧体诗题目并非自拟的考证也是如此。
那 篇介绍杨骚的文章，作者更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搜集杨骚的全部作品 以及有关资料，进行深
入细致的研究以后才写出来的。
人们总是认为史料 研究工作不过是抄抄写写，看看编编，比不上学术论著的价值高。
其实， 学术论著离不开占有资料，离不开史料研究。
撰写学术论著和史料文章的 区别，不过是在前者的论证比较系统，涉及面广，后者则比较单纯，往往
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
两者的研究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各自有着自己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试看本书内不少文章一经发表，即被上海的《报刊 文摘》、北京的《文摘报》和《青年文摘》、福建
的《福州晚报》等摘载 和介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也一再复印转辑，冰心在读到那篇介 绍
冰季的文章后还特意修书致谢。
这充分说明这些被开掘的史实同样具有 高度的学术价值。
它们有如闪烁着的鳞甲，虽然星星片片，却是晶雕玉琢 ，看来熠熠生辉，璀璨夺目，确实为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的艺苑吐翠飞香， 增光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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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坛话旧(续集)》是以作者的旧著《文海钩沉》为基础编成的。
其中的某些文章虽然写于十多年前，但大多在当时发前人之所未发，到现在仍有现实的意义。
例如纪念鲁迅的散文《一面》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在课堂上讲解，但对作者阿累，教材和参
考资料上从来未作任何注解。
1985年作者在上海书店的《古旧书讯》发表了《阿累其人》一文，很快有学者写信给刊物编辑，称许
文章解决了他困惑多年的难题。
再如《记左联诗人辛劳》一文1990年于《辽宁教育学院学报》发表后，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又由于它最先考证出辛劳家乡乃是现在的海拉尔，因而受到海拉尔
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成为该市地方名人研究的重要资料。
这是一篇最早较为全面发掘诗人生平和创作情况的史料文章，此后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他的研究，至
少在七、八年以后。
还有其他许多文章，也大抵如此，它们曾经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提供过有用的史料信息，至今也还有
一定的学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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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钦鸿，研究员。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著逃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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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海钩沉中国俳句的耆宿葛祖兰汪静之的诗伴侣符竹因被遗忘的现代作家谢冰季魏中天和《我的母亲
》丛刊现代戏剧的先行者谷剑尘萧红的旧诗诗人化铁印象地理学家钱今昔的文学活动现代小品文研究
的先驱李素伯柳亚子的幼女柳无垢“左联”诗人杨骚评传中国诗歌会诗人孤帆记“左联”诗人辛劳“
左联”的发起人之一黄芝冈创造社的元老何畏殷夫译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阿累其人丁玲与沈从
文晚年失和之谜英年早殇的演员和诗人江村江村的诗歌创作郭沫若与诗人周又光华君武与陶亢德丰子
恺与诗人袁同兴文坛内外梁实秋的籍贯和生年诗人姚江滨的生活和创作叶圣陶与诗人姚江滨吕凤子为
姚江滨诗集画封面莫洛的《陨落的星辰》朱英诞和他的新诗不要忘记欧阳予倩现代诗人于一平现代派
作家郑康伯戏剧活动家田禽小传出版家沈松泉事略胡秋原的爱国之情澳门的现代诗人华铃法国神甫善
秉仁与中国现代文学台湾作家沙漠及其小说集《天怒》台湾小说家邵倜和他的短篇小说台湾作家杨御
龙的小说创作台湾现代派小说家水晶马华学者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南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记马
华归侨作家丘士珍文苑漫笔新发现的郁达夫佚诗《寄浪华南通》胡适的佚信以及关于白话新诗的一场
笔战关于新诗方向问题的一场讨论茅盾的佚文和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青岛文艺》和青岛20世纪40
年代后期文学运动杨骚笔名、别名笺注关于王任叔笔名录的补正话说“巴人”冰心笔名拾趣田间的笔
名吴强的笔名欧阳恢绪和文苗笔会发扬新风的新风文艺社匆匆诗社始末记大别山诗歌社赵丹少年时代
的小小剧社现代文坛的第一部“三部曲”小说谢冰莹为马华青年作家写序李何林的一封旧信马华女诗
人刘莹姿在上海的佚作关于顾仲起史料的几个疑点鲁海偶拾关于鲁迅五首旧诗的题目及其他《阻郁达
夫移家杭州》诗的有关问题《月界旅行》中的鲁迅诗歌新发现的一首鲁迅旧诗《进兮歌》鲁迅的《悼
丁君》诗鲁迅的《红象歌》鲁迅的扇面诗鲁迅的旧诗《续》鲁迅与诗人殷夫关于鲁迅《哀范君三章》
的定稿鲁迅译诗年表周裕斋：鲁迅的一个别名鲁迅批评刘半农的诗鲁迅对惠特曼的介绍与鲁迅有过交
往的朱一熊鲁迅与科普创作许广平忆鲁迅与瞿秋白鲁迅书赠瞿秋白的对联关于“余在广州”“钩沉”
与“话旧”——漫谈钦鸿先生的新文学研究(叶嘉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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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代文坛上有一对人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姐弟作家，其姐乃是誉满宇内的文学大家冰心，自然
无人不晓，但其弟冰季，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
冰季是冰心的三弟。
他原名谢为楫，因姐姐启用冰心的笔名，遂随之改名为冰季。
从幼年时起，他就与年长十岁的姐姐冰心感情笃厚，冰心也喜欢跟他的弟弟们在一起聊天。
冰心在《繁星·自序》里，就曾记述过她与三个弟弟围炉读诗的事情。
冰季最早接受文学的熏陶，看来与冰心有着莫大的关系。
早在1922年初，刚刚12岁的冰季就写出他的处女作短诗《我们的姊姊》，经冰心修改后发表在1月27日
出版的北平《展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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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拙著《文坛话旧》出版以后，据说反响还不错，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文学研究本是寂寞的工作，尤其是从事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更不必期冀有多少掌声和鲜花。
但是，既然用心去做一件事，总是希望自己的劳动没有白费，而能够对别人、对社会有一点用处。
即此而言，读者的欢迎对我无疑是最大的鼓励。
文学史料研究尽管在中国学界并不太被看重，但我始终孜孜于此，乐不知疲。
多年以前，我在评论亡友魏绍昌先生的《我看鸳鸯蝴蝶派》一书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中国大陆学
术界有一种无形的偏见，以为理论研究才是研究，而史料研究则是雕虫小技，无学术性可言。
其实大谬不然。
任何理论都离不开事实的支撑，理论研究必须以资料研究作基础。
史料研究决不只是抄抄编编，剪刀浆糊，它需要从浩瀚的史料海洋中，辨伪识真，去芜取精，穷源竟
委，钩深致远。
因而对于史料家来说，理论的素养、丰富的阅历、锐敏的目光，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唯其如此，史料家才能在他们的工作中有所收获。
往往一个新史料的被发掘或被考证查实，意味着一种新观点的诞生，或者是某项事物的真谛的揭示。
对此，我一直信守不渝，并以为自勉。
这本续集，是以我的旧著《文海钩沉》为基础编成的。
其中的某些文章虽然写于十多年前，但大多在当时发前人之所未发，到现在仍有现实的意义。
例如纪念鲁迅的散文《一面》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在课堂上讲解，但对作者阿累，教材和参
考资料上从来未作任何注解。
1985年我在上海书店的《古旧书讯》发表了《阿累其人》一文，很快有学者写信给刊物编辑，称许文
章解决了他困惑多年的难题。
再如《记左联诗人辛劳》一文1990年于《辽宁教育学院学报》发表后，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又由于它最先考证出辛劳家乡乃是现在的海拉尔，因而受到海拉尔
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成为该市地方名人研究的重要资料。
这是一篇最早较为全面发掘诗人生平和创作情况的史料文章，此后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他的研究，至
少在七、八年以后。
还有其他许多文章，也大抵如此，它们曾经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提供过有用的史料信息，至今也还有
一定的学术生命。
只是，由于这本旧著出版已久，现在已很难找到。
这次承出版社的雅意，愿意为我出版《文坛话旧》的续集，故对相关的文章作了全面的修订，又增添
了一些近年来的新作，重编一集，以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里收录的几十篇文章，写作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近30年的岁月。
其中以1985年初为界，之前写于我在黑龙江克山县任教期间。
那时我刚刚开始文学的研究与写作，条件虽然非常艰苦，却自有其探索和创作的乐趣。
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生活，我在那些文章的篇末特地注明了写作地“克山”。
本书共分四辑，依次是“文海钩沉”、“文坛内外”、“文苑漫笔”和“鲁海偶拾”。
其实各辑文章大体相类，很难截然区别，分辑只是方便读者阅读而已，就像建筑商盖一幢大楼，总得
分隔成许多楼层和房间一样。
另外，为了适应当前读图时代的读者兴味，也为了增添一些形象的资料和历史的真实感，我还为本书
选配了许多图照，虽然自己费力甚巨，但图文并茂，总会好看一些吧。
今年是我退休和搬迁新居后的第一年，却不幸遭受了重疾的袭击，至今仍在恢复和休养之中。
然而今年又是我文学研究和写作的丰收之年，从年初《文坛话旧》出版之后，又相继在新加坡出版了
与文莱华文女作家一凡合著的《一凡微型小说及其赏析》，在台湾地区修订重版了我16年前出版的旧
著《现代文学散论》；前不久，南通市文联出版了我编的两本新书：台湾作家师范的小说集《不变的
步伐》和现代诗人高潮的诗词集《鸡鸣集》；还有两本编选的书籍《香港微型小说选》和范泉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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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书简》，也正在出版社排印之中，据云有望在年内见书。
如今这本《文坛话旧续集》可以说是我今年文学研究和写作的一个小结，也将成为我今后劳作的新的
开端。
人生于世，能为社会、为人民做点有用的事，是令人高兴的事。
看来，这条寂寞的文学研究与写作之路，我是会一直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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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坛话旧(续集)》作者现任世界华文文学家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南通《江海纵横》
执行副主编。
《文坛话旧(续集)》是《文坛话旧》的续集，是以作者的旧著《文海钩沉》为基础编成的。
其中的某些文章虽然写于十多年前，但大多在当时发前人之所未发，到现在仍有现实的意义。
《文坛话旧(续集)》共分四辑，依次是“文海钩沉”、“文坛内外”、“文苑漫笔”和“鲁海偶拾”
。
真所谓“文坛大家齐聚，迷人风采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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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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