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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4）
! 陆其国

" 郑振铎著!劫中得书记"书影

! ! ! !郑振铎还具有前瞻性的文化眼
光。他在艰难境况下抢救中国珍贵
古籍文献的同时，已设想到为国家
建设图书馆，“如能以我辈现有之财
力，为国家建立一比较完备之图书
馆，则于后来之学者至为有利其功
能与劳绩似有过于自行著书立说
也。”而在此过程中，一旦发现有应
该收购而没能收购下的珍贵书籍文
献，郑振铎就会因此寝食难安，不断
自责。如有一次他已与人谈好欲购
买的珍贵书籍文献，因对方突然变
卦而未果，郑振铎为此连连叹息：
“奈何？！奈何？！终夜彷徨，深觉未能
尽责，对不住国家！思之，殊觉难堪！
殊觉灰心！”在“近日连遭失败，心中
至为愤懑！”之余，他“反省：我辈失
败之原因，一在对市价估计太低，每
以为此种价钱，无人肯出，而不知近
来市面上之书价，实在飞涨得极多
极快……二在我辈购书，每不能当
机立断，不能眼明手快。每每迟疑不

决。而不知，每在此千钧一发之际，
便为贾人辈所夺矣！亦缘我辈不敢
过于负责之故”。这样的经历，每次
谈起，总让郑振铎觉得不堪回首，认
为“徒惹伤心！”此中甘苦他以为不
足为外人道，也只是在致张寿镛的
信中，一吐心中块垒。
既然当时的上海充斥着居心叵

测的异国文化特务和本国鹰犬，那
么对于可疑的信件和包裹都是非经
他们检查不会放过的。而对于郑振
铎们来说，有些信件，比如内容涉及
中国古籍文献持有者或出售的信
息，自然是保密的。!"#$年 %月 &'

日，郑振铎在一封致张寿镛的信中
写道：“昨上一函，并附朱电，想已收
到。先生批注后，乞即交下，以尚须
送菊老阅复也。致慰堂函已謄清，请
签字后交还，再转何先生签字寄
发。”写到这里，郑振铎接着标上括
号并注上如下文字：“寄发方法甚稳
妥，可不经寻常收信员手，亦不经检
查，故可放心。”寄发邮件能够“不经
寻常收信员手”，这里当然有着玄
机。而且不仅仅只是信函，有时候还
要将购买下的书籍文献邮寄到安全
的地方。如当时郑振铎他们抢救下
的珍贵古籍多先由徐森玉运往香
港，再由香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
中央图书馆。徐森玉时任故宫博物
院古物馆馆长，系 !"($年年底由教
育部派往上海，协助郑振铎他们从
事抢救文物及珍本书籍等工作。在
此期间，徐与郑振铎结下深厚友谊。
郑振铎在 )"(!年 %月 &*日致张寿
镛信中写道：“时局大变，幸货已多
半运出。上海想可无虑，即太平洋一
时想亦不至有战事。然货究以速运

为上策。”信中的“货”指的就是珍贵
书籍文献。读着郑振铎的这些文字，
感觉得到话语中透着一份自信和骄
傲。这自信和骄傲的底气，就缘于暗
中有人施予援手。这些施予援手的
人，除了徐森玉，还有就是当时在邮
局工作的作家唐弢。在唐弢印象中，
他是经阿英介绍认识郑振铎的，但
此前他已不止一次听鲁迅先生提起
过郑振铎。唐弢回忆道，“上海成为
‘孤岛’之后，从编印《鲁迅全集》开
始，我们的过从多了起来。他（郑振
铎）写《民族文话》，编《明季史料丛
书》，借用上层爱国人士的财力，和日
本人争夺孤本珍籍。他购入的书目，
印行的史料，分成散页，封入函套，自
一九四一年六月起，由我设法躲过日
本驻邮局检查的耳目，陆续寄往内
地。或径寄，或由香港转递。根据现在
能够查到的材料：十月六次，共四十
函，散叶和目录，不下两百五十函。其
中哪些是书目，哪些是丛书散叶，甚
至连印的什么丛书，我也没问过，一
点都说不上来。记得丛书种类很多”。
当时郑振铎因“近日发现寄香港函件
遗失者。不知兄处亦能代寄否？”（郑
振铎语）“兄”即指唐弢。对此，唐弢表
示乐于出手相助。此中经过，我们可
以从郑振铎当年致唐弢信中得知一
二：

不日将有 #航快 $ %航空快

件&&&引者'数件内寄(不知先生能

代为寄出否)（摘自+民国,三十年五
月二十二日郑振铎致唐弢）

前烦兄寄出一函(兹又附上%正

贴好邮票(如不足(乞代为加贴'一

航快(恳即代为发出为祷*（摘自+民
国,三十年六月五日郑振铎致唐弢）

兹又有二信%内书目'须寄出(

兹附奉(乞便中代为发寄为感*（摘
自+民国,三十年六月十六日郑振铎
致唐弢）

兹奉上致渝函一件( 便中乞代

发为感* 附奉国币五元( 请代购邮

票(暂存兄处(盖数日后(尚有一二

函(拟请代寄也+（摘自+民国,三十
年七月二十五日郑振铎致唐弢）

在这过程中，有几次郑振铎请
唐弢秘密转寄《交黎抚剿事略》一书
印样、石印明刊本《发边图说》等海内
孤本，更是成为这一文化抢救工程中
的佳话。郑振铎他们在整个抢救中国
古籍文献的过程中，经由唐弢之手从
邮路秘密寄出的邮件和信函不知有
多少。而由于唐弢先生的低调和谦
逊，他似乎也没有专门撰文详述当年
他利用自己在邮局工作的职务之便，
帮助郑振铎他们，究竟冒着怎样的危
险。要知道，他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可
是要坐牢甚至掉脑袋的。但唐弢义无
反顾，毅然决然默默帮助郑振铎他们
在敌人眼皮底下做着这些危险的事。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

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
件。唐弢当时是利用日寇或日本特
务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
前，将秘密邮件投入邮袋然后封口
启运。郑振铎那些经唐弢之手寄发
的邮件信函，大都和抢救珍贵书籍
文献有关，一旦被敌寇查出，不仅抢
救工作功亏一篑，敌人由此顺藤摸
瓜，还很有可能连累许多爱国志士
受到迫害。据知，郑振铎们在战时上
海抢救下的珍贵明刊本、抄校本等
约有 -&..余部，这批典籍费时两个
月陆续邮寄至香港，由作家许地山

负责接收，寄存于香港大学。据蒋慰
堂在《珍帚斋文集》中所记，这批典
籍运抵香港后，他曾请示陈立夫，经
陈同意，在这批书上盖章后本来打
算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料
三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
陷，这批正待启运的典籍不幸全部
落入日寇之手。直到日本投降后，蒋
慰堂先生得以前往日本查访，因这
批典籍全部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
章”，日方无法抵赖，*.余箱被劫典
籍才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当时抢救
下来留在上海的书籍，最后全部秘
藏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上的佛
教净业社所在地“觉园”。抗战胜利
后由政府接收。“觉园”的前身为“南
园”，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
的私人花园。当年坐在“南园”的湖
心亭，可隔水看到一栋名为“法宝
馆”的新式洋楼。“法宝馆”为叶恭绰
捐资建造。叶是净业社发起人，也是
供给“文献保存同志会”购书的中英
庚款董事会的董事。他借了“法宝
馆”楼下一大间屋给郑振铎藏书，这
里与净业社办事处相向而望，利于
掩护。这批珍贵古籍文献劫中得存，
后来人们多相信此托庇于佛光普
照。但其实又何尝不是对郑振铎们
全身心付出的回报呢！

与郑振铎有交谊的捷克学者普
实克，曾比喻说“郑振铎像希腊神话中
的英雄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是英
雄，也是神。郑振铎当然从不认为自己
是英雄，更不是神。但就他在战时上海
抢救中国古籍文献的功勋论，说他像
英雄赫拉克勒斯，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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