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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丝风片座中春——程毅中先生晚年琐记 

 

 徐俊  中华书局 

 

一 

元月 10 日程毅中先生要住院做肠梗阻手术，我提前一天得知的消息，第二天在中华书

局召开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班子换届大会，作为退任班子的班长，我不能离会，

没能在第一时间去医院看望。后来从有庆兄电话中了解到手术顺利，程先生只是欠体力，不

怎么说话。我想 95 岁高龄，术后自然需要慢慢恢复。想到程先生平日里的健康状况，相信

他老人家一定能闯过这一关。春节前，约李岩兄一起去看望程先生。2 月 1 日早上，书局肖

启明总陪同我们一起去电力医院。到病房，有度兄和护工在。护士打完针，我们进到病床前。

有度说，这几天程先生清醒的时候多一点，早上还跟他说过话。但我们进去后，程先生处于

谵妄状态，我们喊他只知道略微睁眼，给他看我写的福卡，也只是略有笑意。程先生半躺着，

病号服从前面反穿伸出两个胳膊，高举双手，高过目光，作打字状，后来又右手捏着左手大

拇指，作按动鼠标状，眼睛则直盯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天花板有灯箱，貌似电脑显示屏。

有度说，程先生还想着没有做完的事，说要下载文章和什么目录。护工补充说，程先生常说

要写字。我第一次听说“谵妄”这个医学术语，是一种脑高级功能障碍，表现出意识受损后

的妄想和错觉，完全处于自己臆想的状态。我看着他这样高举着手太累，让护工拿一个病床

饭桌，上面搁一个靠垫，但是他还是不把胳膊放下，保持着打字的姿势。半个小时后，护工

趴在他耳朵边大声说单位领导看您来了，认不认得他们？程先生仿佛一下子醒过神来了。眼

神和面部表情都恢复到常态。护工问：“他们是国家图书馆的吧？”程先生肯定地说：“不

是，中华书局的。”护工指着李总问他是谁？程先生清楚地说出“李岩”。指着我问，程先

生清楚地说出“徐俊”。我再次拿出手写的福卡，有度举到他眼前，程先生清楚地读出“吉

祥”“平安”。程先生又指着肖总说了一句不完整的话，你们忙，意思是让大家走。这是最

后一次见到程先生。看程先生处于谵妄状态，我当时就想起那时候到电力医院看傅璇琮先生

时的感觉——秋叶坠地，逝水东流，不能挽回了，内心无比伤感。但临走看到程先生思维和

语言都很清晰，面容也回到平时说话的神态，顿时让我很有信心，相信康复只是时间问题。 

二 

2020 年 2 月 11 日下午，程先生发来邮件：“徐俊同志：谅全家安好。按合同《月无忘

斋文选》应付稿费，请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是否履行？如有可能，请帮我把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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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武汉中心医院一线医护人员，外加红河审稿八千元。另，下月请勿为我作任何祝寿之举，

谢谢！程毅中”。 

 

图 1 

程先生提出要把稿费和审稿费捐给武

汉疫区医护人员，我马上请编辑室查了稿费

支付情况，《月无忘斋文选》稿费 30000 元，

税后 26640 元，已于 2018 年 11 月汇入程先

生银行账号。程先生表示抱歉，说存折只记

十二月累存多少，包括工资、稿费等在内，

并表示要取现金捐寄。第二天又跟我说，红

河的审稿费已收，但他觉得没有充分参与，

想退又无法退，决定捐掉。程先生明确表示

一定要捐给武汉中心医院的一线医护工作

者。程先生要捐出的这两笔钱实际上都需要

从他银行存折里提取。3 月 4 日，在梁彦兄

等同事的陪同下，程先生亲自到工商银行，

将 34640 元捐赠武汉（图 1）。3 月 12 日，

武汉中心医院给程先生发来感谢信，“您通 

过湖北慈善总会爱心捐赠的三万四千六百四十元整疫情防控善款已全额收到”。这期间程先

生电话跟我说，九十生日，捐出一点稿费，自己为自己的生日做一点表示，也很快乐。我当

时跟同事们感慨：人和人的境界就是不一样！ 

此前我们曾经想借《程毅中文存三编》出版之机为程先生祝寿，但程先生总表示还有一

些文章没有写成，写出来再收摊。也曾设想等编校中的《宣和遗事校注》出版后，在局内开

一个年轻编辑座谈会，请程先生跟大家谈谈古籍整理出版，以代祝寿仪式。但程先生跟责编

要求，校样改定后他还要再亲自审读一过，另外还有书影待补，出书推后。到 3 月 25 日九

十大寿生日当天，因为疫情防控，大家不能进入小区到家里表示祝贺，程先生提出来局，在

书局院子里，人力资源部按例准备了鲜花和蛋糕，熊国祯先生、柴剑虹先生预先写好了寿联

和彩笺。程先生谈笑风生，说疫情之下才理解古人说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医应该

越多越好。说想起以前读过的康有为《大同书》，多是对大同世界的空想，只有最后“医视

疾病之乐”一段才是有利生民的。 

三 

2021 年秋，我的《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编定，曾面请程先生赐

序。11 月初全书清样改定，送到程先生家，程先生表示很有兴趣先睹为快。只用了一周时

间，程先生通读了全稿，校样边上还留下多处铅笔校改字迹，写出了 4000 多字的序言。11

月 8 日，程先生发来序言初稿，邮件云：“徐俊同志：大著序言，已拟一初稿，送上请提意

见。关于《海瑞集》《徐渭集》《文选》和大字本《李太白全集》的项目，如有旧档，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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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浣心替我核对一下，尊意如何？待我改定后再把校样退回。即祝撰安。程毅中，11 月 8

日晨”。 

邮件显示发出时间：6 点 10 分。因为《翠微却顾集》所写都是中华书局的书人书事，

正是程先生一直看重的内容，所以得到了程先生的高度评价。程先生一直关注书局书稿档案

的保存和管理，平时也经常打电话给我，对一段时间流失的书稿档案表示关切。程先生初稿

再次提到流失档案的事：“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有一时期的部分档案，竟流失在外了。

幸而这位废品收购者比某位出版社当事人还有眼光，把这部分档案送到了拍卖公司，又有识

货的人收购了。徐俊又从网络上搜索到了一些残片，稍稍得以补救一点，也算是拾遗补缺了。

听说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已经据中华书局的部分档案立项一个大课题了，也是不幸

中的大幸。”因为档案流失涉及“文革”中中华书局全员下放咸宁干校，涉及 1971 年回城

后单位的分合，涉及中华书局迁出王府井大灰楼，具体情况至今扑朔迷离，难以说清，因此

我建议序言不提此事。程先生回信说：“徐俊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见，基本照改了，又改了

几处，以此为准吧。另附旧作一文，供参考。程毅中，11 月 11 日”。 

11 月 11 日，程先生返还我序言改定稿，并用附件发给我一篇旧作《赵玄郎与赵玄朗》，

是关于赵匡胤名号的考证。12 月底《翠微却顾集》出样书，28 日一早去家里给程先生送书。

程先生预先准备好了自己的一册藏书放在沙发边，说送给我留做纪念——1936 年中华版向

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扉页盖有“程毅中曾读书”朱文印章（图 2）。程先生说这是

他保存的父亲的藏书，说学法律的父亲不知道怎么会买这本书，可见那个时候西域考古是个

热点。我请程先生题字留念，他说字就不写了，你就原样保存着吧。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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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22 年 5 月 7 日晚，傅杰兄微信发来嘉德“笔墨文章里的大家小品”拍卖专场的一页

图录，是启功先生写给程毅中先生的“《老学庵笔记》勘误”4 页（图 3），末页有启先生

留言：“毅中先生：兹将《老学庵笔记》中校点之误录出奉上，请阅。如有可采处，再版可

修也。弟功敬上，卅日。” 

 

图 3 

我当晚发邮件转给程先生，邮件显示发送时间 20:08。半个小时后，20:46 程先生回复

邮件：“徐俊同志：感谢你和傅杰先生的盛意。这封信非常宝贵，可是我毫无印象了。……

正好近日我也写了一篇再读《老学庵笔记》的笔记，还未发表。那是由《全宋笔记》里的硬

伤而引起的……。可惜照片字迹不大清楚，要仔细辨认。古史室如有人愿意用以修订史料笔

记，我愿合作。最近我的电脑中了病毒，所有笔记、文件都丢了，尚待修复。现在疫情严重，

一切停顿了。请多保重。程毅中，5 月 7 日”。 

傅杰兄很快又发来清晰的单张图片，我请历史编辑室录出启先生勘误原文，都一并转给

程先生。5 月 17 日，程先生回复我：“徐俊同志：启功先生的信已请胡珂整理打成文件，

我想发给周杨在《简报》上发表，附上请一阅。学习了《古籍工作的意见》（编者注：指《关

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我斗胆放手写一文……拟对跑马圈地、好大喜功的学风

进行质疑。……如何措词，尚待斟酌。附上请提意见。顺祝健康！程毅中，5 月 17 日”。 

程先生的文章题为《重读〈老学庵笔记〉》，列举了前人对中华书局 1979 年版《老学

庵笔记》的指误，分析了启先生勘误的价值，并对《老学庵笔记》的两个新整理本标点和校

勘进行了举例评价，指出某版“没能充分借鉴前人今人已有的成果，包括各界读者的反馈，

因而达不到后出转精的目标”，指出浙江古籍版，“才是现有《老学庵笔记》最好的版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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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的是，书中有些繁体字与简体字混了），才是后来居上的新版本了，值得推荐和学习”（后

发表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2 年第 7 期，题为《关于提升古籍整理出版能力的几

点思考》）。我立即回复程先生，并附上新写的短文《一种过去的“编辑病”》（刊于《中

华读书报》2022 年 5 月 18 日），短文主要引述新见的吴泽炎、刘叶秋两位商务老人给赵守

俨先生的字条，字条所记都是某本中华版图书的标点错误。次日收到程先生来信，对这种过

去的“编辑病”谈了自己的认识：“徐俊同志：三封信都已收悉。所问文题，实为一稿。我

的初稿先给周杨作‘内参’，不敢发表，古籍工作意见印发后，正好得见启老的信，才改写

成文。……此稿你认为可以发表，那就稍加修改发周杨了。感谢你发来的文章，编辑匠的职

业病就是爱吹毛求疵。这本是工匠精神的体现，但容易得罪人，自己也会有优越感，以己之

长，轻人之短，那就不好了。我近年自知渐明，要换位思考。如吴小如先生批评我们编辑不

识草书字，我就不痛快，但他那样的‘学术警察’对我们也有好处，觉得看问题要全面客观

一些，也要知道自己的‘病’。老编辑都有管‘闲事’的习惯，吴泽炎先生也常给文学书留

言，我往往在样书上改过就把小条扔了，不像守俨先生那样都存入档案，这一点就该向赵先

生学习。文学室的样书没有保管好，一搬家就散失了，我也有一部分责任。你的文章是不是

在微博上发？以后可以收入文集，传承老一代的传统。启先生的信，胡珂整理出来了，我转

给柴剑虹看，他对原书校了一遍，改了四处；我又对照片校了一遍，又发现几个错处。一封

短短的信，三个人校出了三个版本，可见古书校勘之必要和出错之难免。附上最新的版本，

请你再看看。闭门焦虑，聊天也是一乐。顺祝健康！程毅中， 5 月 18 日”。 

程先生写过很多古籍整理的勘误札记，正如程先生所言，这本是编辑匠的职业病，这也

是中华书局的传统。20 世纪 80 年代起，由中华书局承办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几乎

每期都有各地学者、读者撰写的点校勘误短文，主要针对对象就是中华版新印古籍。中华书

局自己办的小刊《书品》，也一直刊发读者对本版书的纠误批评，后来才扩展到不限于本版

书。古籍小组李一氓老甚至亲为题签，由古籍办定期从报章选编出版了《古籍点校疑误汇录》

六册。程先生历年所撰古籍整理札记，主要见于他的《古籍整理浅谈》，他说：“我的《浅

谈》主要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偏向于反面的例证，所以多数文章是吹毛求疵

的。我的信念就是质量第一、读者第一，知错必改、举一反三”（李小龙《丹铅绚烂焕文章

——程毅中编审访谈录》，《文艺研究》2017 年第 1 期）。在 2022 年元月 2 日给我的长信

中，程先生还说了另一件事：“前年我偶尔见到《仪顾堂题跋汇编》的序文，读不懂，就努

力为它做些考证。最后写成一文，愿提供同仁们参考。但不想公开发表……最近又稍加修改，

先请你提意见，还想以适当方式发表……因为这篇序文很典型地说明了骈文的弊病，代表了

晚清文风的歧途。”程先生发来的这篇文章题为《时刻要警惕古籍里的暗礁》，全文 6200

字，对古籍中骈文的标点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文末说：“根据我多年来读书和审稿的经验

教训，骈文的标点往往最容易出错。这在新印的通俗小说的序跋和赋赞里也常能发现，几乎

已成为一道难关。因此我要再一次提出警告。当然，古籍整理最好要先读懂全文。夏鼐先生

曾提出一个设想，整理古籍要先做注释后加标点，这一要求虽然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目前

很难实现，我们只能从一部分急需做值得做注释的书做起。”文末附注了写作时间：“2020

年 12 月 6 日初稿，2021 年 12 月 26 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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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我前面不厌其烦的引述中，大家可以感受到程先生直到晚年仍然抱有非常强烈的学术

探究之心和写作的动力，这一点在“躺还是卷”的社会大背景下，实在太难能可贵了。2023

年 6 月 14 日晚上，程先生给我发来新写的文章《〈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读后》，4000

多字。《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是日本学者荒见泰史先生的著作，2010 年在中华书局出

版。程先生于敦煌俗文学研究有素，一直关注敦煌学的研究进展，突然对十年前的一本旧书

感兴趣并写下长篇读后感，必有新见。程先生指出：“作者从写卷年代先后的变异，推测其

情节的累积变异之迹，这和我们整理古籍时重视早期写本是一致的。但荒见先生更关注同一

母题的不同品种，有讲唱文学之外的作品，包括故事素材和受其影响的案头作品。这就扩展

了研究的广度，不止于校勘文字的范围了。”又明确指出：“首先要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对敦

煌讲唱文学的校勘工作一个新的突破，就是从内容的差异来推测其年代的先后，确定其较早

的底本，然后再以本校、他校的方法，校勘其文字的优劣和是非。比以前我们先校文字，然

后再推测其写作年代及改写年代，的确有不少新的发现。”程先生高度肯定荒见先生在日本

旧藏的《众经要集金藏论》里发现的称作某某“缘”的十四种佛经故事“略要”（提要），

认为是僧人“说因缘”的底本。发掘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唱导佛经故事的新资料，是一个比较

重要的新发现。文章最后有一条附记：“附记：偶尔发现了一个问题，本书第 203 页上有一

句话，令人莫名其妙：‘《众经要集金藏论》是北周释道纪之作的一本佛教文学集……’《金

藏论》作者佚名，无从考查，怎么又出了释道纪的作者呢？我从北周的僧人里探索，发觉应

该是释道安之误。北周时有个僧人道安，著有《二教论》和《训门人遗诫九章》，前者可说

是佛教文学的一篇书录，出自较晚的《广弘明集》卷八，那才是一部佛教文学集。这里不知

怎么出了一个很显著的错误，今后此书重印时应当改正。”我认真学习了论文，并就道纪《金

藏论》查了一些资料，两天后给程先生回复，附件发给他伍小劼、王惠民等近年刊发的文章。

第二天，程先生邮件回复：“徐俊同志：感谢你提示的信息，纠正了我的错误。说明我大大

的落伍了。伍氏的文章刊于《文献》今年 1 期，也没看到，教训是必须随时搜索网上的有关

信息。荒见的书写于 2007 年，出版于 2010 年，他没有考证作者，又一再说作于 9、10 世

纪。我虽怀疑，不知十几年来，已有许多人作了补正。我今年才看到他的书，所以对道纪那

句话感到奇怪。我从中得知说因缘的底本，都取自某某经的‘略要’，是一大收获。敦煌写

卷有因缘一类，也可以证实。荒见对《金藏论》的发现是很大的贡献。再次表示感谢。希多

保重。程毅中，6 月 17 日”。 

直到 9 月 10 日，程先生还在考量此事，又发来邮件：“徐俊同志：感谢你的关心。荒

见的书，出于 2010 年，我到去年才看，真是太落伍了。王惠民的文章，知网出于敦煌研究

院，不知是否《敦煌研究》？似始发于 20 年，很早很全面，想责编也看到了……。只是书

中 203 页那一条，非常奇怪。附上一条，请替我转告她，因我没有她的邮箱。现在你是敦煌

学的专家，请多指教。程毅中，9 月 10 日”。 

程先生要我转给本书责编，旨在重印改正，可见程先生的责任感。程先生在文中还提到

了道教变文：‘说因缘’成为一种伎艺，比变文流传更久，在南宋末周密《武林旧事》记载

的‘诸色伎艺人’里有‘弹唱因缘’艺人童道、费道等十一人，看来像是已被道士所传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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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接受了佛经的影响，这一点荒见在书中《道藏本十王经类》一节里已作了考证。但

《水浒传》里鲁智深也谎称他会‘说因缘’，可见和尚会说因缘还是佛门的传统。”当时我

正好在撰写提交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 40 周年年会的论文，向他报告关于变文用于道教传播，

我最近从上海图书馆碑帖叙录看到一张宋刻《灵宝度人经》跋的图片，跋文直接提到了阎立

本“灵宝度人经变”。因为我对道教经籍完全不懂，在几位友人的帮助下，才勉强成文。兰

州年会结束后，我把论文发给程先生，请他指教，其后于 10 月 4 日、10 月 19 日收到程先

生两封邮件：“近日重读大作，很感兴趣。第一页引《宝刻丛编》文末‘範’应作‘范’。

此道家变文实为仅见，非常珍贵。文中叙及‘南方丹霞元君’一词，引起我的联想，泰山顶

峰有碧霞元君，传说为高层女神，与丹霞正好相对，疑下文大富长者之女，出家后或即成神，

则有可能称碧霞元君，惜经文中无此情节，变文已残。您如有兴趣试探一下，有无线索？近

日重校《云斋广录》，注意到《盈盈传》中泰山顶上的玉女，已被写成女仙，是盈盈的侍主，

也就是碧霞元君的前身。在宋真宗时受封为神。又偶而发现，唐卢肇《逸史》中有女神紫素

元君，能主管人的生死寿夭，才是碧霞元君的前身。但唐代道家变文里可能早有丹霞元君，

则无可怀疑。《逸史》已佚，残文见《类说》卷 27，李剑国有详考。供参考。”这是程先

生读书治学时时留意、博涉旁通的生动例证，而我在文章提交会议宣读后，也就没再继续关

注了，重读程先生邮件，愧恨交加。 

六 

程先生是成就卓著的古代文史学者，古体小说整理与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但是他

时刻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编辑和出版人的本分，不但对中华版古籍的选题、编辑出版和整理质

量始终关注，也长期关注业内同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关注古籍人才培养，并积极推动古

籍数字化良性开展。2023 年 6 月 14 日，我上午回六里桥参加《南史》修订定稿会，下午陪

肖启明总一起拜访程先生。程先生手拿从网上买来的《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

典文学研究论集》，发自内心地表彰陈新先生一心为人作嫁的编辑本分。又说无论是物质生

产还是精神生产，高质量发展总没有错。 

2021 年 2 月 8 日，我陪古籍办领导去给程先生拜年。程先生屡屡说到古籍整理出版人

才问题，特别说到 1981 年中央 37 号文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当中的一段话：“从

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对古籍整理质量问题，程先生始终

认为一方面是知识储备不够，另一方面是态度不够认真。每当发现中华版古籍的问题，听闻

学术界对中华版某本书的批评，都会寝食难安，会给我和顾青打电话、写邮件。文学编辑室

一度人才流失减员严重，程先生当面跟我说，不能让文学室编辑力量这样削弱下去，看着我

说“你有责任”。2021 年 12 月 29 日，我从书局领导岗位卸任，倍感轻松。但就在当天，

网络上出现了多年没有的舆情——读者对《梁佩兰集校注》校注质量提出了尖锐批评，引发

热议。两天后就是中华书局 110 周年局庆日，给刚刚接手的新班子带来棘手难题。2022 年

元月 2 日，程先生给我一封长邮件，开头就说：“从网上看到《梁佩兰集校注》事故，大为

震惊。中华 110 周年纪念的活动，更要以总结经验、提高质量为主题了。”后来我知道程先

生也给顾青兄写了更严厉的信。近日又偶然读到程先生给一位媒体朋友的邮件，其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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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华书局遭到了猛批，我为之痛心不已。对我来说，以前在职时没有尽力按金灿然、

徐调孚先生那样强调质量第一和重视人才，也留下了一点遗憾。”看到程先生的自省，我作

为当时的主官，真觉无地自容，教训惨痛。年事已高的程先生，对中华书局发展状况的关切

从未稍减。2023 年 6 月 2 日，我和李岩兄一起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散

会之后拿到手机，首先收到的是程先生的邮件：“徐俊同志：近安！在《文艺报》上看到大

作，很有感触。二十年后，中华又发生了一次小地震，似乎又要来一次‘新生’，我不禁感

到忧虑。……希望你能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继续为中华出主意，帮助尹涛、张继海他们走

向再一次‘新生’。顺祝健安。程毅中，6 月 2 日”。 

过去一段时间，书局领导班子变动较频，引起程先生的焦虑。应凤凰徐海总约稿，我唯

一一次就 2003 年中华书局的调整写了一篇小文，题目原是《将学术引向大众的最初探索》，

刊发时被改为《20 年前，中华书局的一次新生》，有点“骇人听闻”。程先生由此想到中

华书局近 20 多年经历的挫折，不禁感到忧虑。散会回程与李岩兄同车，看过程先生的邮件，

都为程先生的爱局之心深深感动。 

七 

疫情居家，我又写了几篇与中华书局局史有关的文章，都曾发给程先生求教。一篇是《最

喜春风同坐处——校史之外的先生们》，一篇是《卢弼〈三国志集解〉印行前后——古籍出

版社书事钩沉之一》。2022 年 5 月 19 日，程先生给我邮件：“徐俊同志：拜读大文，十分

佩服，材料如此丰富，真善于搜集资料。古籍出版社只有两年多的历史，它的社史只能附在

中华局史里叙述，非常可贵。文学古籍刊行社也把一批存稿转给了中华，但没有记录。我问

过人民文学社，他们也没有档案。去年还是我给他们提供了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些史料。

大文如能交《世纪》发表，我就可以完成代约稿的使命。否则给《中国出版史研究》，也可

以增光一下。……程毅中，5 月 19 日”。 

5 月 25 日又给我邮件：“徐俊同志：信和附件收读，非常高兴，你居家几天就写出了

两篇大文章。收集的资料如此丰富，真是有心人。《当时乐事》文，第二节 2 行引书待补年

份，第 5 页引王仲荦手书题记，‘询’当作‘洵’，想在复核中。你是否准备以此篇给《世

纪》？我已与沈飞德通信，他表示欢迎。我觉得《三国志集解》那篇史料价值更高，不知你

准备给谁？如能都给《世纪》更好，或先给一篇。悉听尊意。《当时》这篇照片很多，不太

清楚，不知还能否修整？改定后给我先转去，你的电话可否给沈？以后可直接联系。我的《宣

和遗事校注》印出来了，是你的题签，中华还拿不到书，可是网上已经在卖了。要等小区解

封后再说了。即祝健康。程毅中，5 月 25 日”。 

 “当时乐事……”是《最喜春风同坐处》初稿时的题目。文中涉及启功先生诗的部分，

我请柴剑虹先生和刘石兄帮我核正补充，竟然发现启先生答唐长孺先生诗不止一首，不但有

异文，还有不同的诗题。现在常见的启先生书赠王湜华手迹，是我 2006 年亲见并拍摄的，

后来用作“二十四史”修订宣传，把“王湜华长兄”那一行修掉了。按理启先生和诗也应该

有三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完整保存，一首见于《启功絮语》，一首见于《集外集》。启先

生书赠王湜华手迹的诗后题记部分，有一处断句，我请程先生帮我再斟酌。程先生回复：“徐



文津流觞                                                    2024 年第 2 期 

  12 

俊同志：信和定稿已收读，又有新的发现，可喜！启先生书赠王湜华的一首，用居、庐、须、

腴韵，即和唐先生的第二首，当作于 1976 年无疑。落款 1976 年冬，连下王命书而言，但不

须移后。另一首用翰、寒、餐韵，和唐之第一首，只山与端字不同。可能有和第三首韵的，

待访查。我闷坐无聊，每天早晚都开邮箱，因电脑里的资料找不出，不能写新的东西，只能

聊天了。尊稿拟将转《世纪》，如有修改，可请他们打出校样再发回看一遍，如何？程毅中，

5 月 27 日”。 

 

程先生非但解我疑惑，还热心地将稿件推荐

给中央文史馆和上海文史馆合办的《世纪》杂志。

在我已经向《世纪》投出稿子之后，程先生 6 月 3

日还来信指出其中的误字，并说：“我替《世纪》

组稿的任务完成了，也是一乐。”我自己觉得最

是一乐的还有一件事。2022 年，巴蜀书社影印出

版了《李一氓旧藏词集丛刊》，其中有李老词籍

收藏中最重要的清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宋元词，

并附“烬馀词题识册”一册。当年我曾背着这本

题识册到南京请唐圭璋先生题词，年久已经不记

得准确时日和题跋内容，于是请巴蜀书社林建兄

复印题词以备回忆。获见题词图片后，我请文学

室刘明兄打印给当年承办此事的冀勤先生和存有

题诗的程毅中先生。程先生看到后给我邮件致谢，

没想到他还写了一篇短文《词林佳话：〈烬余词〉

题识的问世》（图 4），正好与我写的《“击楫词

人”李一氓——墨缘录一则》同期刊登在《文汇 

图 4 报》2023 年 9 月 15 日“笔会”，快何如之。 

程先生非但解我疑惑，还热心地将稿件推荐给中央文史馆和上海文史馆合办的《世纪》

杂志。在我已经向《世纪》投出稿子之后，程先生 6 月 3 日还来信指出其中的误字，并说：

“我替《世纪》组稿的任务完成了，也是一乐。”我自己觉得最是一乐的还有一件事。2022

年，巴蜀书社影印出版了《李一氓旧藏词集丛刊》，其中有李老词籍收藏中最重要的清彭元

瑞知圣道斋抄本宋元词，并附“烬馀词题识册”一册。当年我曾背着这本题识册到南京请唐

圭璋先生题词，年久已经不记得准确时日和题跋内容，于是请巴蜀书社林建兄复印题词以备

回忆。获见题词图片后，我请文学室刘明兄打印给当年承办此事的冀勤先生和存有题诗的程

毅中先生。程先生看到后给我邮件致谢，没想到他还写了一篇短文《词林佳话：〈烬余词〉

题识的问世》（图 4），正好与我写的《“击楫词人”李一氓——墨缘录一则》同期刊登在

《文汇报》2023 年 9 月 15 日“笔会”，快何如之。 

尽管程先生在邮件中说“因电脑里的资料找不出，不能写新的东西，只能聊天”，但就

在这封邮件里还附了一篇不久前写的校史笔记：“你收集二十四史的资料很多，记不记得有

关《汉书·高帝纪》的一个问题，我前不久写了一条笔记，谈了一个疑案。不知点校本之后

六十年来有没有人提过？包括汉书补注的资料？现把拙稿附上请教，此稿已给胡珂看过，她



文津流觞                                                    2024 年第 2 期 

  13 

说将提给汪桂海看，但如果有人已说过，那就没必要了。我不会参与群聊，只能用邮信跟你

聊天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为《〈汉书·高帝纪〉的问题》。” 

八 

2022 年 7 月 25—26 日，北京中贸佳圣春拍预展，上拍了汪绍楹先生的全部手稿。汪先

生被程先生称为“古籍整理专业户”，整理的古籍包括《艺文类聚》《太平广记》《搜神记》

《搜神后记》等重要典籍，还参加了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点校，留存档案资料极少。在

友人的帮助下，我连续两天到预展现场翻看了全部两箱文稿，选拍了一些照片。26 号下午

回到家，就给程先生写邮件报告了汪绍楹先生遗稿的情况：“程先生好！最近北京的一家拍

卖公司上拍了汪绍楹先生的全部手稿，据拍卖公司的人说是汪家天津所存。昨天和今天预展，

我昨天去看了五个小时，今天看了三个小时，调出来一摞摞翻看。汪先生在《魏书》《隋书》

《晋书》三史上下了太大的功夫，工作记录和校勘记初稿全部都在，对我来说有很多新知，

比如《魏书》，汪先生只是短暂参与，但也留下了大量初稿资料，第一次看到了王永兴先生

校《册府》和《御览》的卡片册（一种宣纸小册子）。《隋书》其实基本做完了，85 卷校

勘记原稿有 84 卷都在，留存的与《隋书》有关的资料更多，后台功夫了不得！《晋书》我

以前知道他跟吴则虞先生的矛盾，现存有汪先生重新加工《晋书》的原稿和详细记录，包括

闹翻的直接原因。最可贵的是“文革”前各种体例样稿和会议纪要的油印件，比书局所存要

多很多，应该是比较全了。以前一直没有找到刘节《旧唐书》的样稿，这次看到了卷一、卷

八两个油印件，都是当时的讨论稿。汪先生古籍整理的成绩，不只限于子部书，集部、史部

都下过功夫。拍品中有《太平广记》的校勘记一大捆，我拍了卷一卷二的首页，拍了这捆的

最后两页。拍品中有一部《宣和遗事》稿本，五大册，正文剪贴，每则后钢笔抄的笔记文字。

同时放了一册上海版《宣和遗事》，拍卖公司以为是这本书的底稿。这个稿本我随机拍了一

些手写稿部分。《太平广记》和《宣和遗事》的照片都在邮件附件中，供程先生阅览。暑热，

您保重身体！徐俊敬上”。 

程先生当天傍晚收到邮件后，就给我回了信：徐俊同志：“非常惊喜。感谢你把《广记》

和《宣和遗事》的校记送我，虽无大用，但了解他做了许多工作。《广记》书上只夹注一部

分重要的异文，实际上他是做了很多校勘的。当时风气要求简明，反对烦琐校勘，所以留得

少。有些必要的交代也省了，中华重印时我帮他改了一下说明，如谈本有三个印次，才公布

了。《隋书》《晋书》我不了解，既有油印本怎么局里反而没有呢？可见我们的档案不全。

也许像张元济百衲本校记那样，会藏在哪个角落里吧。这是从汪家冒出来的，不知起价多少？

如果中华有钱，就该买回来。我们印了好几种汪校的书，我总觉得还欠他一笔情。或者找个

热心人买了，所有权归他，复印一份给中华。顺祝健安。程毅中，7 月 26 日”。 

早在 20 年前，程先生就写过专文《怀念古籍整理专业户汪绍楹先生》，表示了对汪绍

楹先生的怀念和歉意。文章结尾说：“《搜神记》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第一版印了五

万二千册，不到一年就卖完了，第二年就再次印行，到 1985 年第三次重印，已印了近二十

万册，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现在出书后销路很好，学术界的反应也很好，我总想

送几本样书和补发一些稿酬给作者的家属，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他家的后人，这事也使我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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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怀。……汪先生整理的古籍，至少还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昭昧詹言》。此外，

可能还有一些没署名的。我希望有知情的人能多介绍一些情况，以表对这位为古籍整理做出

过不少贡献的专家的敬意。”程先生自述与汪绍楹先生只因《太平广记》重印见过两面，但

他因汪先生的古籍整理成就，一直心存感念。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中华书局老同事之间关

系是比较简单的，所谓君子之交也。但程先生对老同事很有感情，2021 年谢方先生在上海

去世后，程先生写了专文交给《文史知识》刊发，表示怀念，在给我的邮件中说：“徐俊同

志：你好！6 月初得悉谢方先生去世，我作为同时期的老同事，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写了一

篇追思的文章……我自知写得比较简略……但觉得谢方先生是中华书局培养的第一个学者

型编辑，对中西交通史和《大唐西域记》的贡献很大，在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只在网上发一

讣告似还不够尊重。他也是《文史知识》的老作者，是否另组一两篇纪念性文章为宜。程毅

中 9 月 16 日”。我想这首先是一种同事间的认同，也应该是中华书局编辑传统的一种表现

吧。 

九 

程先生出生于吴门世家，他在几篇访谈和自述中有谈到幼年在苏州的读书生活。另外，

程先生与苏州的关系，还因为一部宋版《杜陵诗史》（全名《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

而一再被提起。2022 年 12 月，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了苏州文学山房江澄波先生口述自传《书

船长载江南月》，书中重提《杜陵诗史》的旧事：……苏州图书馆馆长许培基因馆中没有宋

版书，特意向市里请示。在他的强烈呼吁下，市里安排苏州古旧书店卖一部宋版给他。书店

其实不想卖的，但也没有办法。开价八千元，结果许馆长认为太贵了。通过市里协调，最后

以四千元的价格成交。《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从此成为苏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过了许多年，许馆长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这部宋刻本，被王季常的嗣孙程毅中先

生看到。他已寻找这部书多年，没想到书从保姆家流转到了苏州图书馆，于是一纸诉状，将

苏州图书馆、苏州古旧书店、卖书人告上法庭。最后法院判卖书人将售书款归还程氏，图书

馆再补给程氏两万五千元。以江澄波先生的影响力，书出版后一时很受关注，先后有几位朋

友将书中的有关内容发给我。我对此事也不甚了了，于是就用邮件转发给程先生。2023 年 2

月 5 日，程先生复我：“承转示江澄波新书图片，老先生记忆尚健，但所说已补偿 25000

元，则系误传。当时法院审判员进行调解，谓苏图经费不足，只能补偿此数。我代表全家意

志，要惩罚盗卖者，首先确认追赃，不愿放弃。审判员以威胁姿态说否则将驳回上诉。结果

高院果然驳回上诉，我们分文未得。我已写了《〈杜陵诗史〉百年传奇的最后一页》一文，

详述本末，发表于《世纪》2007 年 5 期，但愿后人评说，以正视听。此文 2022 年 2 月 19

日‘善本古籍’公号曾转发，很容易看到，误传可以休矣。” 

十 

程先生擅辞章书法，硬笔毛笔都佳，在我看过王仲闻先生《全宋词》审稿意见手稿后，

发现程先生的硬笔字与王仲闻先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感觉到 1958 年程先生入职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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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受到的同道影响。在王府井时代我就留

意搜集收藏学者书法，但从没敢向程先生求

字。得到程先生的第一幅墨宝，是书局搬到

六里桥后，我请程先生、傅先生为图书馆阅

览室各写一幅书法张挂，顺便向程先生开口

求字。程先生写了两张相同的联语：“坐拥

百城称巨富，借观万卷乐新知。”交给我的

时候他说，久不写大字，试笔写了两幅，一

幅让我留下。第一幅是偶得之，第二幅则是

程先生专门写赠。2010 年 3 月 25 日，程先生

八十华诞，设宴广安门内丰泽园，宾朋齐集，

祝贺生日。之后程先生赋诗工楷写赠诸位，

以表谢意。我为获书者之一（图 5）： 

好友齐临丰泽园，今生相聚是前缘。 

有花有酒春光暖，与我同寻万古欢。 

二千又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宴集赋谢

徐俊同志  哂正 

图 5 程毅中八十学书 

以上两件程先生墨宝，均已捐赠我的家乡扬中博物馆永久收藏。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

中华版图书题签以启功先生最多，另有三位先生皆书局书法能手，赵守俨、程毅中、魏连科。

程先生题签代表作，我以为本版书首推《事类赋注》（图 6），外版书首推《最后的贵族》，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验证。后来，程先生新书在书局出版，两次命我题签：《清平山堂话

本校注》（2012 年）、《宣和遗事校注》（2020 年，图 7），深感荣幸。 

  

图 6 程毅中先生题签《事类赋注》 图 7 徐俊题签《宣和遗事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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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9 日，我陪陆灏兄拜访程先生，程先生为陆灏收藏的《宋元话本》补题。

此前几年，应我的请求，程先生曾为我们各写文房小联一副。九十岁以后，程先生因颈椎压

迫引起手指疼痛麻木，一般不再应允题字，但有两件长跋，值得一记。2023 年 6 月 22 日程

先生发来邮件：“徐俊同志：南大宋健先生送我《闲堂老人法书长卷》，的确很精美。我和

他不大熟，找不到地址电话。请告我，并他的简历……顺祝健安！程毅中，6 月 22 日”。 

7 月 21 日再次发来邮件：“徐俊同志：宋健地址收到，谢谢。看来他也是有心人，波

斯识宝，但信中不留地址，快递单信息不全，我不能不复。眼昏手颤，勉力写了几句题词，

附上请正。顺祝康吉。程毅中，7 月 21 日”。 

因为这件《闲堂老人法书长卷》高仿复制件，是我题签，程先生想我当知道地址，因此

我第一时间拜读到了程先生长跋，又从南京友人宋健兄处，看到了墨迹本。下面是程先生发

来的 Word 版：“题闲堂法书冲冠一怒为红妆，一曲梅村讽夜郎。新曲何如周癸叔，法书精

妙仰闲堂。近年论者谓吴伟业《圆圆曲》含有妒意，乃讽刺吴三桂降清之作。而陈圆圆终于

断发绝情，出家为尼，胜于朝秦暮楚之藩王及追悔屈节之学士者。闲堂老人专志凝神写此长

卷，盖亦赏识周癸叔新曲，赞同巾帼有胜须眉之意也。癸卯初伏，得见闲堂法书后敬题。程

毅中，年九十三”。因为这件事，程先生知道了我以“容斋”为号，信中还调侃了一句：“你

借用洪迈的号，也准备写随笔吗？”汗颜！疫情中我起意写《最喜春风同坐处——校史之外

的先生们》，是因为应大连山上美术馆赵胥兄的邀请，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线上参加《空谷

兰——罗继祖先生书画展》开幕当日的座谈会，会上我意外看到了罗继祖先生作于北京翠微

路二号院的扇面，看到了翠微校史诸位专家访问陈垣先生的又一帧合影，有感于翠微校史除

了书稿档案外竟无片纸诗酒艺文活动的遗存，于是搜集成文。第二年 3 月，赵胥兄发来新获

罗继祖先生《黄山云海图》征题，在我还在踌躇无措的时候，赵胥兄发来了程先生题写的长

跋：“罗继祖先生于一九六三年来中华书局参与点校‘二十四史’，住入北京翠微路西北楼，

我有幸与校史诸公居同楼而隔一门，遂有一面之缘。罗家与先外舅祖螾庐公（王）有通家之

好，因而吾家亦有雪堂先生墨宝多件，惜在十年浩劫中悉已损毁。其中有先祖母（季常）之

纪念册，乃螾庐公手书寄妹诗而雪堂先生为题耑者，劫后遍寻不获，乃驰书拜于继祖先生求

访螾庐公遗墨。罗先生于螾庐公门人孙宝田先生处，得其所编年谱及寄妹诗一稿见示，因宝

藏之，并录副呈之王氏后人。罗先生在翠微校史时，王仲荦先生曾建议罗先生绘一翠微校史

图，惜未动笔，惟为王先生书画扇面，记有岁月。罗先生《蜉寄留痕》书中有《翠微校史》

一节详叙其事，洵佳话也。以三世之交与一面之缘，幸留鸿爪，今赵胥先生以罗先生《黄山

云海图》赐示，喜饱眼福不浅，因忆世纪之初助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时曾在

黄山区小住，恨以年衰不敢登山一览，幸见此图，得补卧游之乐，僭题一诗为赞：翠微校史

仰高明，雅集宏图惜未成。恰似黄山交臂过，卧游云海免攀登。癸卯四月，程毅中”（图 8）。

从未见过程先生写这么小字的长篇题跋，在九四高龄留下如此精品，令人赞叹。跋文中提到

的螾庐公寄妹诗，程先生撰有《失而复得的螾庐寄妹诗与张元济先生的题诗》，发表于《文

汇报》2023 年 7 月 29 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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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早在王府井大灰楼的时候，我就听老同事们说，局里能做标准四六文的唯有程先生一人。

程先生有《月无忘斋诗集》（中华书局，线装本，2010 年）和《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程

毅中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年），这里仅就所见所记，转录三副程先生所撰挽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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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程先生与傅璇琮先生同学、同事，在王府井大灰楼还是同屋办公，程先生挽傅先生联：

“同窗同事从来同道称畏友；斯人斯疾请以斯言问老天。”白化文先生是程先生同学，一生

至交，白先生去世后，程先生用大幅宣纸亲笔题写了挽联：“一生善与交游，不愁黄壤无知

己；八面全能应对，遍踏青山有粉丝。”在告别厅，程先生特地让我为他和阎中英先生在挽

联前留影。2017 年春，程师母病逝，4 月 9 日告别仪式，程先生有挽爱妻顾薇芬联：“七十

年因缘终须一别，八九岁风雨胜历三生。”字简情挚，感人至深。非常怀念程师母在时，去

家里看望他们，那样温馨的氛围（图 9）。“抄书暂借磁盘记，通信都凭网络连”。这是程

先生《八十自励》诗中的两句。电脑和网络，是程先生进入耄耋之年后读书写作和学术交往

的工具。借电子邮件之便，我在程先生晚年与他有较多的交流，获教多多。 

 

图 9 程毅中先生与夫人顾薇芬女士（右一） 

重读这些文字，回忆过往程先生的耳提面命，深感有程先生（图 10）这样淹博、严谨、

方正、敢说真话的人在一起工作，真是福缘造化。愿前辈们的精神，能够内化为中华书局生

生不息的传统，风范永存。写到这里，3 月 25 日零点已过。今天正是程先生诞辰，明天就

要去向程先生告别。程先生安息！ 

 

图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