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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1 年 6 月中旬，我接到吴春荣老

师来信。打开信封，见到那熟悉的字

体，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吴先生是我在

松江二中从初中到高中加上“文化大革

命”滞留一年共 7 年校园生活中，接触

最多，交流也最多的一位老师。

在母校 100 周年时，我曾经写过一

篇满含思念之情的长文《情系松江二

中》，其中写道：“我在松江二中时，最后

一位班主任是吴春荣老师，我们习惯称

他吴先生。他的古文功底很厚实，散

文、小说和报告文学都写得很好。尤其

在语文教学方面，在人才济济的大上海

都算得上是优秀的，这有一大堆‘评委’

之类头衔可以证明。从高二到我们离

开松江二中，他与我们相处的时间最

长，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最深。”

我还写到他的一些往事：吴先生最

喜欢的是书。文革前就听说他的藏书很

多，但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藏书，是在一个

很悲惨的日子。那是文革开始之初，说

是破四旧，红卫兵勒令老师们把所谓封

资修的藏书都交出来，统统烧掉。我在

网球场边，看他抱着沉甸甸的书，拖着沉

重的脚步，很不情愿又小心翼翼地把书

放在场地上，看得出他是那么钟爱这些

名著。文革后期，他在校外租房住，我去

看望他时，见到他的书架上又堆起了一

本又一本好书。现在，你如果去他家，他

的书架上几乎把中外名著都收齐了。可

见，任凭什么暴力，都遏止不了一个爱书

人对书的珍爱。他藏书，也写书，对学生

写的书也十分重视。他在一篇文章中讲

到，他的一个学生在把自己写的书送给

他时，总写有一句“向老师汇报”。这个

学生就是我。

这次吴先生给我写的信，又涉及到

书的问题。他说：“我一直想将平生所

写文字（主要是文学方面的）选一部分

汇编起来。曾有过五卷本《文集》，但尚

有许多文字未能编入，加上当时手头有

一部书稿，未得有时间仔细校对，错误

多多，为此，一直想再编一套。前些时

候在马路上突然跌倒的事，促使我要加

紧编辑；上海教育出版社念我为他们的

老作者，已同意于明年上半年内出版。”

他还告诉我：“新的文集定名为《吴春荣

文稿》，凡十卷，其中诗评一卷（包括《唐

人 100 名 句 赏 析》《松 竹 梅 诗 词 选 读》

《诗海初航》三书），散文两卷（包括《大

自然的语言》《哲理珠贝的采拾》《寻找

过去》《流光碎片》《我读松江》等），报

告文学一卷（包括《江南一枝梅——吴

玉梅传略》《崇高的岗位——记袁瑢》

《忠诚》等），教育随笔一卷（以《草庐磨

墨》为基础，编录序、跋、书评、一些工具

书条目、编写教材时撰写的部分文字

等），小说五卷（包括中短篇一卷，《初吻

人 生》《小 镇 上 的 爱》《夏 完 淳》《黄 道

婆》《云间柳如是》等）。这些是我一生

心血的结晶之一，编这套文稿也是我此

生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

讲完这些设想，在信的末尾，他希

望我这个学生能为他的这部文稿写一

个总序。读着这封来信，我百感交集。

因为他勤于笔耕，著述颇多，我一直希

望他把平生所述汇编出来，但没有想到

这次促使他下决心做这件事的动因是

在马路上“突然跌倒”。吴先生年长我

10 岁，平时身体还好，怎么会发生这样

的事呢？我心中又难受又感动。读完

这封信，我当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告

诉他我已经收到来信，愿意为他写一个

序，同时告知他我马上要出国，只能等

我回来再写。

二

松 江 二 中 是 个 人 才 荟 萃 的 地 方 。

我们这些学生，都知道某某老师数学教

学在全国是第几块牌子，某某老师的物

理教学、某某老师的化学教学多么多么

好。对于语文老师，也都知道某某老师

在写小说，某某老师在写电影剧本。吴

先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一位佼佼

者。

他的作品样式很多，我比较喜欢他

写的散文。我记得，曾经为他的散文

《大自然的语言》写过书评。这次编入

文稿的还有《哲理珠贝的采拾》《寻找过

去》《流光碎片》等，都是文采涟漪的好

文章。如果对他的作品在内容上（不是

在文学艺术上）做一个分析的话，大体

有三个特点。

一是与语文教学有关。吴先生长

期从事语文教学，作为他的学生，我们

都十分钦佩他对教学范文的深刻理解

和生动讲解。他的课堂教学之所以那

么成功，是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教书匠，

而是对中国诗文有深厚造诣和自己研

究心得的专家。他的许多作品，既是在

语文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又是他长期研

究中国诗文的成果，《唐人 100 名句赏

析》《松竹梅诗词选读》等都是这样的作

品。

二是与语文教学研究有关。由于

吴先生在语文教学中的成就，教育部门

领导曾经让他到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做

老师的老师，还调他到上海市中学语文

教材编写组工作。这些经历，使他超越

了一般的语文教学，进入了语文教学的

研究领域。而且，他是个有心人，在语

文教材和教学研究中不断学习，不断升

华，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形成了

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他这次准备把教

育随笔编入文稿，我感到很有意义。我

还注意到，在他给我提供的拟入编的书

目中，有《崇高的岗位——记袁瑢》《忠

诚》等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以独特的方

式反映了他对教学经验的深入思考和

总结。

三是与松江有关。在上海语文界，

许多人都叫他“松江吴春荣”。其实，吴

先生同我一样，不是松江出生的人。他

是上世纪 60 年代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

后分配到松江二中工作的。这以后，他

一直生活在松江。其间虽然借调到上

海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工作过一段

时间，但他的人事关系一直在松江。从

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对松江

的山水人事非常有感情，《我读松江》写

的就是松江往事。

特别要提一提的是，他写的《夏完

淳》《黄道婆》《云间柳如是》全是松江

的或与松江有关的历史名人。去年 7

月，我曾经收到吴先生寄来的新著《云

间柳如是》，感到好奇。读了之后，才

知道这是他写的“云间风流”系列的第

三部。他在书中描写的柳如是与陈子

龙的感情历程，特别是柳如是对封建

礼法的抗争，让我感动；而吴先生和他

的朋友们把“云间”即松江的或与松江

有 关 的 历 史 名 人 作 为 研 究 和 写 作 对

象，也让我动情。所以，我在书的扉页

写了四句感想：“东山一诵留云间，相

敬南楼亦不容。绿嫩支支如是秀，风

流卷卷闻春浓。”这四句话，前两句是

为书中所写的柳如是鸣不平，后两句

是为吴先生为柳如是这样的“云间风

流 ”立 传 感 到 高 兴 ，其 中“ 春 浓 ”含 着

“春荣”之意。

这 里 ，已 经 涉 及 到 对 吴 先 生 的 创

作思想和文学水平的评价，但我不想

在这方面妄加评论，只是对其作品的

内容谈一些初浅的看法。

（作者系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我 的 老 师 和 他 的 书
□ 李君如

程 毅 中 先 生《古 籍 数 字 化 须 以 古

籍整理为基础》（刊于《光明日报》4 月

30 日），以国学公司的电子产品《中国

历代笔记》为例，对古籍数字化的基础

进行了探讨，发表了看法，也对我们提

出了批评。先生能够专门探讨我们的

产品，我感到很高兴，也非常感谢。

我 与 程 先 生 相 识 已 久 。 多 年 以

来 ，先 生 一 直 对 我 们 的 古 籍 数 字 化 给

予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古籍整理不

能 一 蹴 而 就 ，我 们 的 古 籍 数 据 库 产 品

也很难一步到位。对于程先生文中所

列的问题，我想在此逐一说明。

关于版本问题。《中国历代笔记》

数 据 库 均 有 所 本 ，在 单 机 版 的

《国学宝典》中，不但有版本信息，还有

书目解题。

关于序跋问题。按我们的体例，

原作者的序跋，一般予以保留；

后 人 所 写 序 跋 ，因 其 非 本 书 的 正 文 内

容，原则上不予收录。

关 于 书 目 和 版 本 的 选 择 问 题 。

为满足学术需要，我们邀请了北

京 大 学、清 华 大 学、北 京 语 言 大 学、首

都 师 范 大 学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等 高 校 的

多 位 教 授 担 纲 分 卷 主 编 。 然 而 ，由 于

此项工程规模宏大，挂一漏万，在所难

免。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与学术界共同

完成的。

关 于 作 者 的 名 字 问 题 。 由 于 古

籍中书名、人名盘根错节，情况

复杂，古书作者署名混乱，编者未能详

加 考 证 。 但 凡 遇 学 者 或 用 户 指 出 ，我

们 都 将 及 时 更 正 。《葆 光 录》正 文 误 成

《稽 神 录》，是 程 序 链 接 错 误 。 程 先 生

发 现 后 告 诉 我 们 ，亡 羊 补 牢 ，还 不 算

晚 。 此 外 ，数 据 库 的 开 放 性 也 是 我 们

产品的特点，多年来，我们的产品得益

于 广 大 用 户 良 多 ，就 在 于 学 者 们 在 使

用 过 程 中 及 时 反 馈 意 见 ，使 我 们 能 不

断改进，以臻完善。

关 于“全 书 没 有 统 一 体 例 ”的 问

题 。 程 先 生 在 第 柒 条 头 一 句 话

就是“据 U 盘的凡例说”，至少表明产

品 是 有 凡 例 的 。 按《辞 海》的 解 释 ，凡

例 是“ 说 明 著 作 内 容 和 编 纂 体 例 的 文

字 ”。 事 实 上 ，《中 国 历 代 笔 记》“ 凡

例”对收录范围、编目、版本、辑佚、文

字 、分 段 标 点 、检 索 功 能 、附 录 、卷 标

编 码 、人 名 索 引 等 均 有 说 明 ，共 有 15

条之多。

关于“辑集未注出处”的问题。

在大型古籍数据库问世以前，

辑 佚 工 作 是 件 难 度 很 大 的 事 ；在 有 大

型 古 籍 数 据 库 之 后 ，辑 佚 工 作 难 度 大

大减少，查找时间大大缩短，主要是内

容 甄 别 的 排 序 。 对 辑 文 一 般 不 注 出

处，是我们数据库的体例，因为查找这

些易如反掌。

关于充分吸收现代人的研究成

果与校勘记的问题。对于纸质

书 的 出 版 ，国 家 有 一 整 套 统 一 的 出 版

标 准 要 求 ；而 古 籍 数 据 库 尚 处 于 初 创

阶 段 ，在 国 家 尚 未 制 定 统 一 标 准 的 情

况下，我们只能自定标准，在摸索中前

进。

程 先 生 举《朝 野 佥 载》为 例 ，认 定

我们是根据中华书局整理本录入并删

除校勘记，此话不妥。《朝野佥载》主要

有一卷、五卷、六卷本三个系统，《宝颜

堂 秘 笈》及《四 库 全 书》本 均 为 六 卷 。

民 国 石 印 本《宝 颜 堂 秘 笈》并 不 难 得 ，

《四库全书》全文及图像版数据库首都

师范大学文学院购有一套，上海古籍、

三秦出版社都出过整理本。我们使用

的《宝 颜 堂 秘 笈》底 本 ，本 来 就 没 有 校

勘 记 ，又 从 何 处 删 起 ？ 改 正 发 现 的 错

别字，是数字化流程中的一道工序，是

保 证 古 籍 质 量 的 重 要 措 施 ，也 是 我 们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关于数据库中的标点问题。《中

国历代笔记》总字数逾一亿字，

如 果 将 这 些 内 容 排 成 10 万 字 一 册 的

书 ，足 足 有 一 千 册 之 多 。 按 图 书 出 版

质量标准（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一，标点

每处计 0.1 个差错），标点差错在 10 万

以内尚属合格。程先生精心挑选的几

处 标 点 错 误 ，我 们 已 全 部 改 正 。 一 些

学者在使用国学数据库时，发现错误，

及 时 通 报 ，并 嘱 速 改 ，以 免 贻 误 后 人 。

我 对 这 些 品 行 高 尚 的 学 者 心 存 感 激 ，

这是对古籍数字化事业的巨大鞭策和

鼓励。

为 了 做 好 古 籍 数 字 化 工 作 ，我 不

仅 踏 踏 实 实 地 做 ，也 一 直 想 在 理 论 上

得到证明，集思广益。

程 先 生 提 出 的 主 要 观 点 是“ 古 籍

数字化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但以我

们研发数字产品的实际经验而言，“古

籍 数 字 化 应 以 技 术 为 突 破 口 ”。 古 籍

数 字 化 的 核 心 是 信 息 技 术 ，信 息 技 术

是 一 个 强 大 的 工 具 ，是 给 现 代 社 会 带

来 巨 大 便 利 的 创 新 工 程 ，是 让 所 有 人

都受益的工程。这是传统的古籍整理

不 能 替 代 的 ，也 是 将 来 发 展 的 方 向 。

这就如同传世文献从手抄本向印刷本

转 变 的 过 程 一 样 ，是 不 可 阻 挡 的 潮

流。数据库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

统 工 程 ，不 仅 涉 及 计 算 机 软 件、硬 件、

数 据 库 结 构、数 据 关 联、搜 索 引 擎 等 ，

还 涉 及 到 版 本 学、目 录 学、文 字 学、文

史工具书等。

国 学 网 从 创 办 之 初 就 坚 持 严 格

的 技 术 要 求 ，也 坚 持 严 格 的 学 术 要

求 。 古 籍 数 字 化 起 步 时 间 不 长 ，已 经

显 示 出 了 它 的 巨 大 价 值 。 它 在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存 在 问 题 ，我 们 随 时 都 在 改

正 ，而 且 连 改 正 的 方 式 也 远 比 传 统 古

籍 整 理 的 改 进 方 式 更 为 先 进 。 我 们

还 将 投 入 更 多 的 力 量 ，继 续 拓 展 古 籍

数 字 化 事 业 。 目 前 已 有 千 万 学 者 受

益 于 古 籍 数 字 化 成 果 ，程 先 生 也 当 是

其 中 一 员 ，这 是 令 我 们 引 以 为 傲 的 事

情 。 如 果 古 籍 数 据 库 被 个 别 出 版 社

所 垄 断 ，那 将 导 致 古 籍 数 字 化 产 业 中

道 崩 殂 ，半 途 而 废 ，这 不 仅 会 丧 失 我

国 在 相 关 领 域 的 国 际 领 先 地 位 ，危 及

我 国 的 文 化 安 全 ，也 将 使 我 国 的 学 术

事业受损。

与 传 统 的 古 籍 出 版 事 业 相 比 ，古

籍 数 字 化 才 刚 刚 起 步 ；与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相 比 ，古 籍 数 字 化 才 迈

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现在有许多

出版机构已经参与到古籍数字化建设

大军中来，我们愿与所有支持、关心国

学 事 业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合 作 ，共 同 推 进

古 籍 数 字 化 事 业 的 发 展 ，让 中 国 文 化

在世界发扬光大。

（作 者 为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电 子 文 献
研 究 所 所 长 、北 京 国 学 时 代 文 化 传 播
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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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图书馆购藏宋本《龙川略志》
六卷《别志》四卷，原为苏州望族顾氏
过云楼所藏，现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

《龙川略志》六卷《别志》四卷，
（宋）苏辙撰，宋刻本（有抄配），曹元忠
跋。半叶 11 行，每行 22 字，左右双
边，版心有刻工。二志之首都有著者
自序，分别署“元符二年孟夏二十九
日”与“元符二年孟秋二十二日”。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与其
父苏洵、兄苏轼号称“三苏”，为宋代著
名政治家、文学家。在北宋中期激烈
的政治斗争中是重要人物之一，在政
治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宋哲宗绍圣中
落职，元符元年（1098）谪居循州龙川
（今属广东），杜门闭目，追忆与口述往
昔所见所闻，由其子苏远（又名逊）笔
录于纸，撰写出《龙川略志》和《别志》
两部笔记体著作。《略志》记所历，主要
追忆平生参与的各项政治活动；《别
志》记所闻，主要记录所闻前贤及时贤
的轶事。这些笔记反映了苏辙政治、
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主张，也提供了许
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屡为南宋著名历
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引
用，在今天也仍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
值。《四库全书总目》称：“朱子生平以
程子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于
二苏，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
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征，亦可以
见矣。”南宋理学家朱熹能排除个人成
见，在著作中多次引用苏辙之说，可见
此书早在宋代已颇被看重。除史料价
值外，龙川二志的文采也值得称道，如
《汉语成语大全》称“胡思乱量”出处为
朱熹《朱文公集》，实际上在苏辙的《别
志》中就出现过此语；又如唐代魏徵等
撰《隋书》已使用“声色狗马”之语，而
现在人们熟悉的成语“声色犬马”则从
苏辙《别志》所出。

此宋本每册正文首叶钤有“楝亭
曹氏藏书”朱文印记，说明此书曾为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5-1763）的
祖父曹寅（1658-1712）所藏。曹寅编
撰家藏书目《楝亭书目》著录图书3287
种，仅“说部”就有数百种，其中有：“龙
川略志，宋眉山苏辙著，六卷，别志四
卷，自序。一函四册。”或即为此书。
曹家在雍正年间，因为政治和经济上

的原因被抄家，楝亭藏书也散落到各
处。此宋本末有曹元忠（1865-1923）
跋称：“鹤逸所藏《龙川略志》六卷《龙
川别志》四卷，吾家楝亭故物也。”也进
一步证实此书曾入藏曹家。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校影
宋本龙川略志别志跋”中说“乡人李香
严廉访旧藏宋刊本《龙川略志》、《别
志》，号为孤本秘笈，廉访身后，箧藏尽
散，是书为吴门顾鹤逸所得”。廉访是
清代对按察使的尊称，可知此书在过
云楼入藏前由李鸿裔收藏。李鸿裔
（1831-1885），字眉生，别号香严，晚
号苏邻，清四川中江人。官至江苏按
察使，后居苏州。

《龙川略志》和《别志》在长期流传
过程中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宋晁
公武（1105-1180）撰《郡斋读书志》
载：“龙川略志六卷龙川别志四卷。右
皇朝苏辙撰。元符二年夏，居循州，杜
门闭目，追惟平昔，使其子远书之于纸，
凡四十事。其秋，复记四十七事。龙
川，循州地名。”晁氏所述卷次与条目与
此宋本完全吻合。而传世通行本多为
两志分刻，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著
录宋版《略志》一种，即宋刻《百川学海》
本，而未著录宋版《别志》，此本系目前
仅见两志合刻宋刊宋印本。

（徐 忆 农 ，南 京 图 书 馆 研 究 部 主
任、研究馆员，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委员）

“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⑦“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⑦

《龙川略志》六卷
《别志》四卷

古籍数字化应以技术为突破口
──兼与程毅中先生商榷

□ 尹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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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启改革的声音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涌现出来。本书集中了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

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钱颖一、张

维迎等10位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学者，他们从改革

的大题目出发，对中国改革30年的成败得失和未

来改革的方向，进行理性思考和广泛讨论。

张维迎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改革》

本书探讨了晚清中国海军的创建、民国海

军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海军在香港的表现等

问题，对相关人物、史事进行了独到的评价。

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舰只照片，提供了详细

的舰只数据和型线图。

马幼垣著 中华书局

■《靖海澄疆》

本书将东亚近现代史放在世界史的发展中

予以系统解释，围绕东亚近现代史结构变化展

开叙述，注重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分析中日

韩三国的国家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变动。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

二战期间，被迫害的犹太人背井离乡、东躲

西藏，家庭支离破碎，但人性的光芒从未泯灭。

晨涞村的神父彭斯、药剂师玛塞尔小姐以收养

孤儿的名义，保护了一批犹太孩子免遭纳粹的

毒手，同时用心为孩子们保留下犹太文化。

〔法〕施密特著 周国强译 译林出版社

■《诺亚的孩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作品讲述了朱元璋从

一介布衣到开国皇帝的成长历程，从他的经济

布局、军事韬略、制度建设、用人策略和廉政风

暴等多个角度叙述了朱元璋的成功之道。

商传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明太祖朱元璋》

凡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河是文明的

孕育者，大河孕育了上古文明，诸如尼罗河文

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等，长江、黄河孕育了

中华文明。然而，作为中国第六大河辽河在上

古时期却默默无闻。她真的是一片荒芜吗？辽

河文明生成和演变与黄河文明有没有关系？辽

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居于何种地位？辽河文明演

进的历史轨迹与新中国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以及

现代社会转型具有怎样的逻辑关联？

沈阳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院田鹏颖教

授撰著并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辽河文明

演变与现代社会转型》，作为沈阳师范大学首

个重大原创项目，揭开了这个谜底。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已融入华夏儿女的灵

魂，铭刻在 13 亿中国人的心里。我们冷静地

拂去历史尘埃，还原文化本真，不难发现“辽河

文明说”问世以前，中华文明有记载的历史仅

有四千年，即从夏代开始，而夏以前到三皇五

帝这一千多年的历史只是传说。而“辽河文

明”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详实的考古实物

证明，填补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空白，向世人昭

示了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先行者。辽河文

明的典型性和地域性使她在中华文明发展史

上赢得了应有的重要地位，为中华多民族的形

成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辽河文明演变与现代社会转型》一书笔酣

墨饱，着力关注于辽河——中华民族的又一母

亲河给辽河儿女带来的福祉与沧桑。该书以辽

河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别是

著名的红山文化为主轴，别具一格地描写了辽

东文明与辽西文明的特点与内涵，深入挖掘了

辽河与黄河——“两河”文明的契合与发展。

全书独具匠心，分析了辽河文明对辽沈文

化的推动及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价值，揭示

了孕育着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觉的辽

河文明基因演进规律，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全 书 璧 坐 玑

驰，在历史故事和

学理论辩中展示了

辽河文明的永久魅

力。当前，艰巨、长

期而复杂的社会转

型，使中国现代化

建 设 面 临 进 一 步

的开放与跨跃，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的 号 角 振 人

心魄。我们期望，

先 进 文 化 的 构 建

在继承与创新，传

统与现代、理念与

制度的交织中，展

现出美丽的愿景。

辽河文明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佐证
——读田鹏颖《辽河文明演变与现
代社会转型》

□ 雷广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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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文明演变与现代
社 会 转 型》 田 鹏 颖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