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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闻一多古典文学手稿文献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  程天舒 

一、闻一多及馆藏闻一多手稿  

闻一多（1899-1946）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上世纪五十年代，

闻一多夫人高真将闻氏全部遗稿 170 种捐赠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手稿特藏专

库 1，经整理编目后目前共著录 178 种，其中绝大部分为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稿本，

涉及《诗经》《楚辞》《庄子》，唐诗、神话、文字学等主题，且大部分为未刊

稿。 

二、闻一多古典文学手稿的整理出版概况  

  闻一多遗稿在入藏我馆之前与之后曾有过三次集中整理，并出版过两种《闻

一多全集》，但目前仍有大量稿件未整理出版。 

1946 年 7 月闻一多被暗杀，清华大学于当年 11月即组织“整理闻一多遗著

委员会”，由朱自清领衔，发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同人，搜集、整理、抄写闻

一多未刊遗稿。1948 年 8 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闻一多全集》四卷本，但因环

境与条件所限，仍有大量遗稿未能整理出版。1978 年 3 月，高真向中央领导写

信要求重编《闻一多全集》，中宣部决定由国家出版局安排，邀请闻一多的学生

季镇淮、何善周、范宁等组成《闻一多全集》整理编辑工作组，自 1979 年开始

整理、刊印闻一多手稿。但这一整理工作到 1981 年 6 月即告停顿。1984 年，武

汉大学承担起编辑《闻一多全集》的任务。1993 年 12 月，新版 12 卷本《闻一

多全集》（以下简称“新版全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开明版全集、

佚文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未刊手稿。新版全集篇幅较开明版全集增加两倍以上，

增加的篇幅中很大一部分是国家图书馆所藏未刊手稿。 

新版全集虽拟将“可以成文的未刊手稿全部编入”2，但经粗略统计，国家

1《闻一多、梁启超家属把闻梁二人著作手稿献给国家》，《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2 期，第 110 页。 
2 《前言》，《闻一多全集》第 1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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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所藏手稿约有一百余种未收入新版全集，其中不乏篇幅较大者，如《诗经

新义》4 册（273 页）、《神仙杂考》3 册（109 页）、《周易纂诂》6 册（146

页）、《庄子校释》5 册（164 页）等。新版全集的神话、诗经、楚辞、乐府、

唐诗、庄子、文学史、周易、璞堂杂业、语言文字各编，都有未经整理出版的手

稿。 

  此外，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新版全集的整理编辑并未使用手稿原件，而是使

用拍摄手稿的胶卷冲印的复印件，新版全集《前言》中也坦承“由于许多手稿复

印件字迹模糊不清，极难辨认，又无法也不允许查对手稿原件，因而更增加了整

理难度。”且整理时对手稿有增删更动 1。可以想见，新版全集所整理的手稿排

印版本，与手稿原件版本必然存在着差异。 

三、闻一多古典文学手稿整理出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闻一多以新诗创作与评论成名，但很快回归学院，致力于传统文化与古典文

学研究。闻一多承袭朴学重名物训诂考据的传统，又广泛采用现代西方学术方法，

其文学研究吸纳文艺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

理论方法，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神话等研究领域都取得开拓性、

突破性的成果，并形成其独特而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至今仍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馆藏闻一多古典文学手稿中，约有一百余种此前从未出版过。这批手稿保存

状态较好，书写工整，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适合影印出版。朱自清称闻一多

手稿“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无论整篇整段，或一句两句。

不说别的，看了先就悦目。”2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即有学者提议影印闻一多手稿选集 3，惜乎至今未能

实现。而目前学界对闻一多手稿的了解与研究也相当欠缺。如能影印出版馆藏闻

一多古典文学手稿，首先可以披露大量未刊稿，其次可与已出版版本作校勘参照。

不仅能建构起更完整的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体系，更可为古典文学相关研究以及现

1 《前言》，《闻一多全集》第 1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8 页。 
2 朱自清：《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编后记》，《闻一多全集》第 12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 456
页。
3 刘烜：《闻一多的手稿（下）》，《读书》1979 年第 7 期，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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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范例与素材，使得馆藏珍贵文献的价值得以充分发

掘。尽管馆藏闻一多手稿多为未定、未完、未刊稿，涉及《诗经》《楚辞》《庄

子》，唐诗、神话、文字学等多个主题，整理出版具有一定难度，但仍是一项必

要而可行的工作。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