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四
种的最新推出，使这套共136种书
的丛书价值、意义，出版60年间的

作者编辑的努力重新映入人们的视
野。我们选取了“典藏版发布会暨中
国古典文学典籍整理与出版论坛”

上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经典书籍
也就是长销书籍。李白杜甫会伴随
我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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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杜甫集校注"为上海古籍出版

社#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种% 被誉为

#诗圣&的杜甫'对中国文学史的影

响是毋庸置疑的%早在宋代'就有千

家注杜之说'历代流传至今的注本'

约有一百余种'其中较为完整(影响

较大的注本约有一二十种% 二十世

纪以来' 随着新的有关唐代的资料

的出现' 对唐代官制( 科举等专门

史' 以及唐代语言等学科研究的新

成果的出现' 对杜诗的研究也有了

新的推进% 本书即是在充分汲取前

代和近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校

理 !"##余首诗歌($#余篇文章'充

分反映杜诗及其解读中所包含的各

方面问题'在校勘(编年(注释三个

方面'都有独到的成果%

清华大学谢思炜先生注杜的特

点'在于以其多年的学养'形成了一

个既尽量接近二王祖本原貌' 又保

留了具有重大影响( 严重歧义的异

文之本子)并且厘正前人编年之误'

对钱(朱(仇注三家在史实(典故(词

语方面的不足和谬误之处' 加以补

充辨明)为杜诗(唐诗(唐语言研究

提供了又一部必备的基础性资料%

确保提供给读者的
是经过认真筛选精炼
的!必不可少的信息

谢思炜*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杜甫集校注"作者+"

在资料的获取上，现在比过去要
方便得多，另一方面就是说学术发展
到现在，在历史、语言、文学等各个领
域，应该说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是有
很大的提高的。比起上世纪，甚至比
起二三十年前，可以说我们这代学人
对世界、对历史的整体的认知，我们
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方法也有一些根
本性的变化，会不断提出和探讨一些
新的更有意义的问题。
那么具体到古典文学的研究和

整理工作来看，这个就是大家众所
周知，由于 !"世纪以来新的技术手
段出现，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大
型中文数据库的建设，还有互联网
的利用，工作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这个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
具体到杜甫集，它的情况有一

定特殊性，由于历代杜甫的注释资
料极为繁复，所以我并不是说想把
这些材料全部呈现出来，我给自己
设定的主要想要达到的工作目标，
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要提供一个更为

可靠的文本，尽量接近杜集的祖本、
杜甫集的原貌；

第二就是说要尽可能反映历
代，尤其是 !"世纪以来，相关学术
领域里学术研究的成果，就刚才说
的，不只是说诗文本身的，而包括它
所涉及到的各方面，比如说唐代各
种历史方面的、制度方面的等等，这
些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还有语言
方面的等等，要尽可能地来反映这
些研究成果。

第三就是要充分考虑读者的阅
读需要。就是不能说是我把所有的
资料摆出来，然后怎么阅读、怎么去
理解就交给读者了。我觉得做整理
这个工作，首先你要起到选择、挑选
的这样一个作用，把那些真正重要
的、最有价值的信息筛选出来，交给
读者，让读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同时使他们有一个比较便捷地进入
杜诗的通道。
在过程中我参考了很多前辈学

者———包括这套《丛书》以前的很
多成功经验，确保提供给读者的是
经过认真筛选精炼的、必不可少的
信息。
另外就是说，我一开始想到上

面这个目的，在篇幅上是有所控制
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一点超出
我原来的设想，量还是有一点大。如
果有读者要读它的话，其实有一些
部分是可以跳出去的———有些是属
于资料性的，我只是把它列进去，供
大家深入研究。那么在读者对象的
设定上，我想就是说要跟普及性、通
俗性的读本有所区别，一些不必要、
一般性的知识内容，就不一定要包
括在内了。

我看两种新的杜
诗全注本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这一两个月里，我看到了两种
新的杜诗的全注本。一个是谢思炜
老师的，还有一种我今天特别带来、
就是日本最新出的《杜甫全诗译
注》，它这个序是今年 #月份写的，
也是当月刚刚出的新书，我觉得放
在一起做一个评价，比较有意思，而
且也显得我比较有国际视野。在这
里面特别想要说明的是，对杜诗的
日文全译，这是从 $%!&年铃木虎雄
的第一次全译本以后的第二次日文
全译本。而且我觉得日本学者的工
作实际上是比较简明的，但是简明
之中，浓缩了日本学者多少年的研
究心得，因此尽管是一个通俗定位
的书，其中仍包含了很多学术的原
创内容。
对于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

全集校注》，其出版开始着手的时间
很早，学术目标是对唐宋到清末的
历代著作做彻底清理，其工作具有
集大成的意义：
第一是汇校。对十四种宋元旧

本做了极其准确、精致的校刊，这个
工作实际上是早期由王利器、舒芜
等先生做成的，山东大学后来再补
校了三种，可以说是对杜集文本的
一个几乎是网罗无遗的工作。
第二个是备考。我觉得那部分

做得很好，就是对于杜甫的诗歌之
中，历代有争议的部分，详尽地罗列
第一手的文献和有关讨论的文献，
向后人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可能。
第三个是解题。对杜诗所接触

到的人事、事件、作年、寄意等给予
介绍和分析。

第四是注释。基本上延续了萧
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注诗的方式，
也就是说对于杜诗逐句做充分的解
读，说明用典和语源，梳理诗意。
我觉得谢思炜先生的著作作为

个人著作，学术定位与前书有很大
的一个不同，《前言》里面说到，本书
没有采用集解会注和资料会评形
式，是因为杜诗的有关资料太多，如

果全书篇幅过大，头绪过繁，势必给
阅读带来某种干扰，我觉得这样的
考虑是恰当的，因此有几方面内容
没有涉及：一是旧注有关诗歌做法、
章法的一些繁琐讲解。二是关于诗
歌用韵和诗律问题的讨论。三是不
采取逐诗附评点的做法。历代杜诗
的评点非常多，尽管其中有真知灼
见的感悟，但是也多浮泛或者繁碎
的评说。
另外，我觉得谢先生的著作，在

版本对校、编年考证、注释解读、语
言典故的解释等方面都做了简明的
处理。因此我对于谢思炜的书有一
个概括、一个基本的评价：
我觉得谢注是综括历代注杜精

华，融贯古今治杜创获，并在繁复选
择后完成的一部杜集新注本。且为
读者考虑，注释力求体现当代学术
水平，适合具备大专文化程度以上
读者乃至专业学者阅读和研索杜
诗，是一部值得信赖的注本。

邓广铭先生的 !稼轩词编年笺

注"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迭经重版'

行销数十万册'蜚声海内外% 作者精

益求精' 经过十数年的酝酿准备'对

全书的笺注与编年作了大幅度的修

改'调整'补充了大量颇具价值的文

学资料与研究心得'体现了最新的学

术成果% 读后对著名爱国词人(宋词

代表作家辛弃疾的词作' 可获得更

加深刻的理解与丰富的感受%

邓广铭先生的#稼
轩词编年笺注$

程章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种，')()#，正好是 $*，所
以我认为 $(#也是一个具有某种完
整意义的数字。个人印象当中，我自
己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历，可以
说是跟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相
伴随的。

我是从 $%&(年开始读古代文
学的，先在唐宋文学专业读硕士，任
课老师给我们开出的必读书目，今
天一看，都是这套书里的。到现在我
印象最深、而且也是经常在用的，比
如说余嘉锡笺疏的《世说新语》、《鲍
参军集注》、《谢宣城集校注》、杨伦
的《杜诗镜铨》，以及钱仲联先生的
《后村词笺注》等等。我记得读研究
生的时候，在唐宋诗词这门课上，我
的导师程千帆先生规定的必读书目
里面，这些书都是在列的。我们最早
认识钱仲联先生的学问，就是从他
笺注的这些书里，看出这个老先生
的学问这么好。当时我们对于能够
在这套《丛书》里做文学笺疏的这些
作者，那真是非常佩服的。研究生期
间，唐宋词这段的主要阅读书目，吴

新雷老师给我们开列的，就是典藏
版发布的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
年笺注》。当时读的是初版，后来邓
先生又出了修订本，今天我们看到
的可以叫作第三版。老先生在学问
面前的那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
他那种文史结合的学风，当时给作
为初学者的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要说《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这套书出版的意义的话，我觉得就
是《丛书》书目里面总结的八个字：
“苞贮要籍，洵为典范。”再精确点，
即“要籍”、“典范”这四个字。所谓
“要籍”，就是说这套《丛书》所选的
书目，都是古典文学当中非常重要
的典籍———选目很精要。所谓“典
范”，不仅仅是说这些作家们或者评
论家们，他们的作品是我们古典文
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古典文学史
的典范；而且是指这些校点者、整理
者他们所做的各种各样整理的方
式，也为我们古籍整理提供典范。

!李白集校注"以清乾隆刊本王

琦辑注!李太白文集"为底本'并校

以北京图书馆藏北宋本 !李太白文

集"(日本京都大学影印宋刊!李太

白文集" 等十余种重要刊本和唐宋

重要总集和选本%注和评笺部分'除

以杨齐贤(萧士赟(胡震亨(王琦四

家为基础外'又搜集唐宋以来诗话(

笔记( 考据材料' 以及近人研究成

果'加以笺释和考订'并纠正了前人

的一些错误%

祖父曾是中华书
局上海编辑所的特约
编审

瞿泽方*!李白集校注"作者瞿

蜕园先生的长孙+

很多介绍祖父的文章都说到北
京沦陷时期祖父担任过伪职。解放
以后，我国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
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经过了审查。政
府经过审查之后对祖父的历史问题
做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公安部门
$%++年通过派出所向祖父宣读的，
大意是历史问题不构成汉奸罪，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
建国以来的十年间，祖父基本

以写作为生，但是只能出版一些普
及型的小册子或是报纸上的短文，
没有条件进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和
著作，靠这一点微薄的稿费，生活是
拮据的。情况到了 $%#$年有了改
善，他受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的特约编审，也被吸收为徐汇区政
协委员。祖父得到这些待遇，一般的
说法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的介绍和安
排。祖父之所以受到齐燕铭的重视，
我想并不会因为祖父在解放后出版
过几本小册子，而可能是因为历史
的渊源。首先，齐燕铭本人就是一位
国学的专家，!*年代在北平大学就
是国文专业，毕业后在任教的同时
一直师从名家，钻研国学，直到 $%(

+年参加革命。而这十年也正是我祖
父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时期。此外，
祖父的几位故交也可能发挥了作用，
一位是章士钊，$%+#年章士钊曾介
绍祖父到北京进行《新旧唐书合注》
的整理校订工作。另两位是朱启钤和
黄炎培，朱启钤是我祖父的表哥，
$%+%年他邀请祖父到北京参与一些

古籍的整理，在京期间黄炎培则要我
祖父写了一篇关于整理地方志的意
见，并转交给了齐燕铭。
祖父成为中华上编的特约编审

后，不仅有了每月 $**元的津贴，生
活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祖父有了
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能够专心致
志地撰写《李白集校注》和《刘禹锡
集笺证》这两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这两部经典著作能够问世，固然是
因为著作者的努力和学术的功力，
另一方面中华上编也起了关键的作
用，如果没有中华上编通过聘任祖
父为特约编审而提供的良好工作环
境，祖父任何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
是难以完成的。

一个出版社将近 !"

年的时间%一直在做这
套书

高克勤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

长+,

今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
#*周年，从 $%+#年成立开始，我们
就以古典文学为主要出版方向，后
来和中华书局一南一北的分工也是
这样，我们主要是做古典文学。$%,&
年以后，我们全面发展文史，但是古
典文学的典籍整理一直是我们工作
的重中之重。$%,&年一成立就推出
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当时拟了
一个 !**种计划，一方面重版了“文
革”前十年出的 $*来种书，包括邓
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钱仲联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等等，另一方
面出版了朱东润的《梅尧臣集编年
校注》、钱伯城笺校的《袁宏道集笺
校》等一批老学者从事多年的整理
著作。然后以每年 !到 (种的速度
推出，经过 (*年的努力，到了 !**%

年，我们出齐了 $**种。到目前为止
我们共出版了 $(#种。

一个出版社将近 #*年的时间，
一直在做这套书，那么这套书必然有
它的一些特色。一是我们的选目非常
全、非常精，凡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有影响的大家的重要作品的整理本，
基本上都包含在内；二是我们的作者
都是这一行业、这一领域数一数二的
专家学者，比如说首发的典藏版的作
者，撰著《李白集校注》的瞿蜕园、朱
金城，《东坡乐府笺》的龙榆生，《稼轩
词编年笺注》的邓广铭诸先生，早已
是这一领域内公认的大家。
除了这些大家以外，我们还关

注很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比如说
曹旭先生，还有蒋凡、洪本健、龚斌、
夏咸淳等，我想正是因为有了我们
这样一批好的作者，精益求精，这套
书才做得这么好。我们的好多编辑
在把自己的学识才华奉献给了编纂
这套书的同时，自己也从事整理工
作。李国章、赵昌平、李梦生老师都
是我们社的老编辑、老专家，他们也
参与整理了其中的许多作品。
大家知道国家有一个古籍整理

出版领导小组，在 !*$(年的时候，
从新中国 #*多年整理出版的 !万
多种书里面选出了 %$种书，作为古
籍整理的标杆，其中就有我们的《中
国古典文学丛书》，丛书中入选的单
品有 ,+种，是所有丛书里面入选种
数最多的。这也是从学者和专家层
面对我们这套书的肯定，这将有利
于我们在 #*周年时再重新出发，把
这套书做得更好。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60年辉煌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