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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中华大典 ·明清文学分典》的体会

吴　志　达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志达(1931-),男 ,浙江东阳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

和宋元明清文学研究 。

[摘　要] 根据切身感受 ,《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的编纂工作须从明清文学的实际出

发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组建高素质的编纂班子 ,采取求真务实 、稳步推进的方针 ,在 10

年磨砺中 ,以质量第一为信念 ,既出成果 ,也锻炼出一支严谨求是的学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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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盛世修典的优良传统 ,从明代永乐年间编纂《永乐大典》到清代康熙 、雍正年间编纂《古今图

书集成》约 300年 ,从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到国务院批复新闻出版总署立项编纂《中华大典》又大约 300

年。难怪先师程千帆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大概 300年内不会有人再编同样的书了。这也就是说 ,我们编

的这套大型类书 ,应该管用几百年 ,才不负国家重托 ,不辱使命。《明清文学分典》是《中华大典》的一个

组成部分 ,如何编好这个分典 ,就是 10年来我所魂绕梦牵的事。

一 、从明清文学的实际出发

绵延近 5 000年的中国文学史 ,到了明清时代 ,有如长江大河 ,汇合诸多江河湖泊 ,形成波澜壮阔 、

汹湧澎湃的宏伟之势 ,无论是诗 、文(散文 、骈文 、八股文)、词 、曲(散曲 、杂剧 、传奇)、小说(文言小说 、通

俗小说)以及各体民间文学 ,竞放异彩 ,结下许多带有总结性的丰硕成果。以往可能受清儒焦里堂“一代

还其一代之所胜”之论的影响 ,片面标举唐诗 、宋词 、元曲 、明清小说。其实大不然 ,切不可把丰富多彩的

文学史简单化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明清时代是集中国文学之大成的时代 ,小说的突出成就 ,仅仅是

一个方面 。其文化思想既具多元化 ,又互相交汇融合 ,儒 、道 、佛 、法诸家思想并存 ,尽管封建统治者只提

倡有利于巩固自己统治的某一文化思想 ,对不利于封建专制的文化思想予以禁锢 ,而在现实生活中 ,各

种文化思想 ,依然不断地演化发展 ,并影响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也具有复杂多样性 ,以抒情为主的诗 、词

和以述事为主的文及文言小说等雅文学 ,与以叙事为主的戏曲 、通俗小说以及民间文学等俗文学 ,它们

之间互相渗透 、交融 ,同一题材在不同文学样式中得到了不同方式的表现 。审美取向也往往并非单一 ,

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高雅之美与俚俗之美 ,中和简约之美与张扬放旷之美 ,台阁典则与山林逸趣 ,贵古

与重今 ,固然殊途异趋 ,但也往往兼容并包 ,对同一作家 、同一作品或同一体类(风格流派)的评价 ,或褒

或贬 ,异中有同 。我们编纂《明清文学分典》 ,尽管不收具体作品 ,但必须把这种丰富性 、复杂多样性特别

是对某些具有总结性的文学遗产的论述 ,尽可能忠实地从收录的资料中体现出来 ,决不取舍任情。

过去认识明清文学的全貌较难 ,《四库全书》截止清乾隆年间 ,许多被禁毁或作存目处理的书 ,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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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 ,不易见到 。现在不仅出版了《续修四库全书》 ,还将被禁毁或作存目的书 ,都出版了 。《古本戏曲丛

刊》继三集之后 ,又出了四 、五集 , 《古本小说集成》也影印问世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读者

会发现在本分典中 ,有许多从未被引用过的资料。明清时代随着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 ,并与以名家评点

方式出现的文学理论批评相结合 ,使各类书籍的传播更广 ,除小说 、八股文的商业功利性较明显外 ,大量

诗 、文 、词 、曲总集 、别集 、诗文评之类 ,是纯学术性的。各类总集 ,不但使许多没有专集的作家作品赖以

保存 ,而且收入总集中的作家 ,大都有一小传 ,还有针对一系列作家或具体作品而发的评论 ,有不少真知

灼见 。所以 ,我们很重视各类文体的总集入典 ,按作家作品所属的时段 ,分列于相应的部 。

明清文学还有一大特色是体类众多 ,而且大都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形成一种体类 ,有不同的成

因。例如“吴中四杰” ,是指高启 、杨基 、张羽 、徐贲等四位苏州地区的杰出诗人 ,这显然以其共同的地域

而得名。在明初还有以林鸿 、高棅等为代表的“闽中十子” ,孙
艹
贲 、王佐 、黄哲 、赵介 、李德五位广州诗人

则称为“南园五先生”或“岭南五杰” 。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 ,故称以他为首的文学群体为“茶陵派” ,他首

倡反对“台阁体” 。至于“吴中四才子”之称 ,是指唐伯虎 、祝枝山 、文征明 、徐祯卿等苏州多才多艺的作家

群。此外 ,以地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诗文体类公安 、竟陵 ,戏曲体类临川派 、吴江派以及李玉等苏州派剧

作家。诗人钱谦益 、吴伟业 、龚鼎孳诗名并著 ,籍贯地域均属江左地区 ,故称“江左三大家” 。当时屈大

均 、陈恭尹 、梁佩兰等三位广东诗人 ,有“岭南三家”之称 。清代以地域命名的散文体类是桐城派 ,其鼻祖

方苞 、中坚刘大魁 、集大成者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 ,故名桐城派。他们崇尚唐宋八大家和明人归有光之

文。其后继者为乾隆 、嘉庆年间崛起的阳湖派 ,代表人物恽敬 、李兆洛为江苏阳湖人 ,张惠言虽是武进

人 ,但均属江苏常州 。他们承袭桐城派的散文理论而有所变化 ,矫正桐城派散文之弊 ,但失于驳杂矜饰。

近代散文大家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 ,故有湘乡派之称 ,他虽然也推崇桐城派之文 ,但却能改变桐城派局

促迂缓的狭小天地 ,以其雄浑简朴 、舒展自如的风格取胜。清词两大体类 ,也以地域之殊得名 ,康熙 、乾隆

时期的著名词派“浙派词” ,就是因其创始人朱彝尊及相与唱和者为浙西人 ,崇尚南宋姜夔 、张炎词风 ,倡导

清空醇雅 ,以矫纤靡淫哇或粗率叫嚣之陋习。到了嘉庆年间 ,常州词人张惠言 ,力主词与《风》 、《骚》同科 ,

强调比兴寄托 ,抨击无病呻吟 ,开拓词境 ,响应者众 ,词史上遂称为“常州词派” ,直至清末生机犹旺。

最能体现体类特质的是以某一作家群体的理论纲领或艺术风格命名 。如明初台阁体 ,因其代表人

物杨土奇 、杨溥 、杨荣都是以相业著称的台阁重臣 ,朝廷高文典册 ,皆出其手 。其文风格 ,雍容典雅 ,清真

丽则 ,但肤廓啴缓 ,实为其弊。且时逢“太平盛世” ,多应制酬唱之作 ,不免歌功颂德 。李东阳反台阁体 ,

虽然没有成功 ,但为李梦阳 、何景明等前七子以复古求革新导夫先路 ,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 ,

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也强调文必西汉 ,诗必盛唐 ,勿读大历以后书。因而习惯上统称前后七子为“复古

派”是较为允当的 ,复古只是手段 ,目的在于扫荡“台阁体” ,革新文坛面貌 。他们在理论上颇有建树 ,创

作上也不乏可读之作 ,但因走向极端 ,以拟古剽窃代替创作 ,给反对派以口实。王慎中 、唐顺之 、茅坤 、归

有光等对“文必秦汉”的主张予以反拨 ,力主以唐宋之文来矫正秦汉之文的弊病 ,变诘屈聱牙为文从字

顺 ,史称唐宋派 。他们虽曾造成一定的声势 ,但并没有取得反复古的胜利 ,所以 ,李攀龙 、王世贞等后七

子得以重振复古大旗 ,拟古至于“更古数字为己作” ,堕入魔道 ,成为笑料。公安三袁以“独抒性灵 ,不拘

格套”震聋发瞆的全新理论 ,猛烈抨击复古派 ,才取得反复古的胜利 ,但其追随者却流于浅俗油滑的歧

途 ,于是竟陵派倡言“幽情单绪 ,孤行静寄” ,以矫正公安末流“近平近俚”之弊 ,又不免有晦涩险怪之病。

清代诗文各体类的理论纲领非常明确 ,各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固然有其社会文化背景 ,但又可以说是

明代诗文体类矛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王士祯的“神韵说” ,强调诗歌的神理韵味 ,追求淡远清新 、含蓄

蕴藉之美 ,而失于内容空泛贫乏 ,故当时赵执信 ,乾隆年间“肌理说”的创始人翁方纲 ,“性灵说”的首领袁

枚都批评他。从清初吴伟业 、王士祯始 ,就有宗唐复古的倾向 ,到了沈德潜提倡“格调说”鼓吹温柔敦厚

的诗教 ,提出讲究格律声调和体式的“诗法” ,赞赏前后七子复古的主张 ,继承“神韵说”的理论 ,并强调诗

人的思想意识修养 ,以补救空疏肤廓之失。进入仕途后 ,一味歌功颂德 ,深得乾隆皇帝赏识 ,殆同御用文

人 ,他的创作成为拟古派与台阁体合流的产物 。于是翁方纲倡言“肌理说” ,以救“神韵说”之空疏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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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说”之泥古不化弊病。所谓肌理 ,实质就是将儒学的“义理”和辞章结构的“文理”结合起来 ,使诗歌具

有空灵的外表和质实的内容 ,但其内容脱离现实生活 ,终无生机 。于是以袁枚为首的“性灵说”崛起于乾

隆年间 ,他的理论主张与公安三袁之说 ,颇为相似 ,神韵 、格调 、肌理诸说无不受到他的批评或讥讽 ,他强

调诗人个性 、灵感 ,表现个人的“性情遭际” , “诗有情而后真” ,文学创作应该有作家的时代特色 ,而不应

模拟古人 。也有以作家群体活动的朝代年号为体类之名的 ,如嘉靖八子 、乾隆三大家 、同光体 。

明清时代众多的作家群体 ,不同的体类 ,理论批评大都具有针对性 ,互相之间矛盾斗争 ,往往是否定

之否定 ,而又有所互补 ,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本分典的最后一个体类是南社 ,这是新旧时代 、新旧

文学转型时期的一个文学社团 ,具有较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这与晚明的复社和几社有所相似。对这许多

文学体类 ,有识之士都曾作过论述 ,有批评 ,有褒奖 ,功过得失 ,各持其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客观 、求是

的态度 ,将各个体类的相关资料予以辑录 ,置于所处的时代部位 ,是非功过 ,让读者自作评说。

小说的体类名称 ,大多出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本书辑录资料的下限是 1911年 ,故未能立目 。

明清两代的文字狱与八股取士制度 ,影响文学创作至深 ,本分典辑录相关资料较多。

二 、组 建 高 素 质 的 编 纂 班 子 , 明 确 操 作 规 范

作为《明清 文学 分典 》的主 编 , 应 抓 有关本 分典 全局 的大 事 , 这 在 不同阶 段有 不同 的重 点 。从受 命之
初始 ,至 样 稿经 专家 论证 会通 过 , 整 整 两 年 ,属 前 期 工 作 阶 段 。此 阶 段工 作 的 好 坏 , 关 系 分 典 编纂 的 成

败 。抓了 几件事 :首 先是 在领 会《中 华大 典 》相 关文 件基 础上 ,明 确本 分典的 位置 、规 模 ,着 手组 建编 纂班

子 。此项 文化工 程乃 是国 家级 的重 大项 目 ,质 量要 求高 、任 务重 、难度 大 、出 版周 期长 而没 有专 项经 费划

拨到我 校 , 稿 酬 标准 偏低 ,其 中 20%作 为活 动经 费支 付 ,等 于没 有经 费 , 也 就不 能 在学 校 立项 ,国 家 级重

大项 目成 为“地 下工 程 ” , 这 对 在职 教 师来 说 无 异是 “无 效 劳动 ” , 我 必 须 把 这 一情 况 如 实 说 明 , “愿 者 上

钩” , 但 又 须坚持 选聘 人员 的标 准 , 我 选 聘几位 副主 编和 相当 于编 委的 主干 成员 的基 本原 则是 :专业 领域

的学 术素 养好 , 特 别 是阅 读 、校 点古 籍的 能力 较强 ,治 学 态度 严谨 ,为 人诚信 ,有 团队 意识 ,实 干 可靠 。正

因为 本此 原则用 人 , 故 在 编纂 过程 中 ,虽 屡经 艰辛 ,但 这 支老 、中 、青三 代人 自由 组合 的学 术队 伍 ,始 终凝

聚在 为国 家传统 文化 事业 尽心 竭力 这一 崇高 目标 之下 ,各 尽 其职 ,较 圆满地 完成 了各 自的 任务 。

其次 ,大 型 文化 工程 ,参 与 者众 ,必 须拟定 共同 遵守 的行 为规 范 、操作准 则 , 即 《中 华大 典 ·文学 典 ·

明清 文学 分典 》工作 条例 、《文 学典 ·明 清文学 分典 》编 纂凡 例 ,前 者明 确本 分典 主编 、副主 编及 编纂 人员

的职 责权 利 ,工 作方 式和 程序 ,预 支 稿酬 和经 费的 管理 办法 ,保 证 质量 和进 度的 有效 机制 等 ;后 者则 是根

据明 清文 学具体 情况 草拟 的编 纂体 例 , 标 示各 部的 起 迄年 代 、经 目和 纬 目 的涵 义 、检 索 和处 理 资 料的 方

式 、引 书格 式和 校点 准则 ,力 求 明白 易懂 又避 免歧 义 , 便 于 规 范化 操 作 。为 编 纂人 员 提 供查 阅 资 料的 方

便 ,必 须开 列一 份本 分典 的常 用书 目 。再就是 应由 分典 主编 开列 一份 必须 入典 的总 集 、体 类 、作家 名单 ,

作 家 除姓 名外 , 尚 须 标明 生卒 年 、字 号 、籍贯 、科名 、职 官 、集名 等 ,以 便 查检 。鼓励 各 部 主编 和 编 纂人 员

在编 纂过 程中发 掘名 不见 史传 但有 创作 实绩 ,有 相 关资 料的 作家 。例 如 《清 三 》就收 了农 民作 家沈 谨学 。

在前 期工作 中 , 为 专 家论 证会 提供 合 格 的 样 稿 , 是 关 键 性的 环 节 。分 典 的 《绪 论 》应 由 主 编亲 自 编

纂 ,只 有躬 践编 纂实 际 ,才 有可 能掌 握分 典的 宏观 态势 。同 时在 各部 按总集 、体 类 、不 同类 型作 家试 写样

稿的 基础 上 ,选 择若 干有 代表 性的 样稿 交《文 学典 》编辑 部 , 经《大 典 》副主编 兼 《文学 典》主 编程 师千 帆先

生审 定 ,交 江 苏古 籍 出版 社(现 名 凤凰 出 版社)审 处 付印 。1996年 5月 , 本 分 典 和 山东 大 学古 籍 所所 长

董治 安主 编的 《先秦 两汉 文学 分典 》的样 稿论 证会 ,在 我 校同 时 举行 。当 时 的 校 、系 领导 极 为 重视 ,论 证

会取 得圆 满成功 ,可 以说 开局 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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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采 取 求 真 务 实 、稳 步 推 进 的 方 针

全面展开编纂工作 , 首 先 面临 的是 资料普 查方 式 。我 原来 的 设 想是 :本分 典 全 体编 纂 人 员 , 通 力 协
作 。为了 达到高 效 、不误 、不漏 、不 滥的 目的 , 根 据 各人 之所 长 ,按 文体 分工 普查 ,全 体 成员 按文 体分 成若

干组 ,传 记 资料 分明 、清两 个组 。以 入典 的总 集 、体 类及 大约 2 000个作家为主要对象 , 以 常 用书 目 为线

索 ,以 我校 、湖北 省图 书馆 、华 中师 范大 学 3个图书馆为普查基地 , 按 有 效的 索引 卡片 数量 计酬 。

试行 效果并 不理 想 。因为 本分 典同 仁是 一个 松散 、自由 的联 合体 ,不 像 专门 研究 机构 那样 是国 家编

制的 实体 ,项 目 任务 可以 用行 政方 式下 达到每 个成 员 , 既 有自 己 的资 料 室 、办 公室 及 各 种现 代 化 的办 公

设施 ,更 有 较充 裕的 经费 保障 ,我 们 则一 无所 有 ,数 十人 的班 子 , 全 凭 师生 、朋友 之间 的感 情纽 带维 系着 ,

加 上 在职 的教师 或研 究生 ,教 学 、科 研等 硬指 标任 务很 重 ,本 分典 既是 “地下 工程 ” ,与 挂牌 的研 究机 构相

比 ,地 位 、待遇真 有天 壤之 别 , 怎 么 可能 按我的 愿望 让整 个编 纂班 子高 效率 运转 呢 ? 好在 这是 一支 “子弟

兵” , 除 了 个别因 特殊 情况 不得 不离 去外 ,是 稳 定的 ,有 的 学校 类 似项 目 以 高酬 拉 聘 我们 的 编 纂成 员 ,都

没有 被拉 动 。但 进展 较慢 ,各 部情 况也 不尽相 同 , 很 难 做 到步 调 一 致 。入 典作 家 数 以千 计 ,旧 时 一个 作

家的 称谓 甚多 , 跨 时 段过 长 ,涉 及作 家过 多 ,就 不易 记 清楚 ,有 用 的资 料 会 从眼 皮 底 下溜 掉 ,况 且 作为 自

由组 合的 群体 , 将 全 体人 员集 合在 一起 坐班操 作 , 是 不 切实 际的 。权 衡利弊 ,实 事求 是 ,采 取 “部自 为战 ”

的方 式普 查资料 ,以 查本 部作 家的 资料 为主 , 见 到 他部 所 属作 家 的资 料 ,顺 便 制 卡 , 转 给 相 关 部 , 尽 管 会

有重 复或 遗漏 , 相 对 而言 较为 切实 可行 ,除 了 体例 必须 统一 外 ,各 部进 度 、工 作方 式 , 不 强 求一 律 。

分典 之首的 《绪 论 》 , 不 但 应由 分典 主编亲 自动 手 , 而 且 须先 行一 步 ,除 平常 接触 较多 、易见 的那 些总

集 、别 集 , 以 及各 类序 跋汇 编 、诗话 、词话 、曲论 以外 ,以 往涉 猎 较 少 、不易 见 的 某 些典 籍 ,应 乘 机补 课 ,对

明清 文学 资料的 概貌 了然 于心 ,才 不会 瞎指挥 。各 部之 首有 总论 ,有 总集 、体类 和数 百个 作家 ,为 了 熟悉

编纂 一线 情况和 便于 推动 工作 ,我 还兼 《明文 学部 一 》主 编 ,余 传 棚为 该 部 副 主编 ,并 以 李 开金 、刘 良 明 、

王美 英等 为主要 编纂 成员 ,他 们都 是实 干家 。分典 副 主编 陈 文新 兼 任 《明 文学 部 二 》主 编 , 他 正当 盛 年 ,

才 思 敏捷 ,治 学 严谨 ,为 人 诚笃 ,托 付他 的事一 定能 完 成 , 而 且 他 的 一批 研 究 生 , 亦 很 得 力 。采 取 抓紧 明

代文 学 ,稳 步推 进的 战略 方针 ,尽 管 情势 严峻 ,编 纂 工 作也 决 不 至于 停 顿 。蔡 守 湘 、阳海 清 两 位治 学 、为

人都 是可 以信赖 的 , 他 们 两人 各承 担清 代文学 的一 半 任务 ,与 我 亦具 师 弟情 谊 ,《清文 学 部 一 》的 副主 编

陈中 杰 ,则 是厚 道长 者 。响鼓 不用 重槌 ,只 要 明代 文学 干出 实绩 ,他 们 自然 会跟 进 。

人世 之事 , 难 以 逆料 。身 体甚 为健 朗的蔡 守湘 ,竟 于 1998年 8月脑溢血猝逝。他 曾对 我 戏 言 :“我

长子 蔡靖 泉 ,也 是古 代文 学教 授 ,万 一我 走了 ,他 能 接替 我 , 完 成 任务 没有问 题 。”此戏 言不 幸而 言中 。靖

泉果 然不 负乃父 期望 ,接 替其 事业 。海 清虽因 病耽 误 了一 些 时间 ,但 他 有 编纂 大 型 古籍 的 丰 富经 验 ,且

有一 批愿 意效力 之士 ,他 任《清 文学 部二 》和 《清文 学 部三 》主 编 , 但 《清 三 》的后 半 原 由蔡 守 湘 承担 ,守 湘

猝逝 ,蔡 靖 泉因 其本 职工 作繁 忙 ,能 完成 《清一 》已 属不 易 ,海 清要 承 担两 个 部 的 编纂 工 作 , 也 过于 繁 重 。

于是 ,当 机 立断 ,选 聘 本校 刚退 休的 教授 陈继 明为 《清三 》副 主编 ,具 体 承担 《清三 》后 半的 任务 。

我们 立足于 艰苦 奋斗 ,但 又必 须为 全体编 纂人 员 的 切身 利 益 考虑 。经过 多 方 努力 ,终 于 在 2002年

7月 , 在 我 校 立项 , “地 下工 程 ”变 成 “阳 光工 程 ” 。此时 ,明 代 文学 约 700余万字书稿 , 即 将 告 峻 , 事 实 证

明我 们这 支自由 组合 的学 术队 伍 , 是 脚 踏实地 能打 硬仗 的 , 但 清 代文 学的编 纂任 务尚 未完 成 。明代 文学

书稿 于 2002年 9月底 , 送 往 南 京 《中华 大典 ·文学 典 》编 辑部 ,经 审 阅 , 已 符 合齐 、清 、定 的 要 求 , 就 正 式

验收 ,并 获 好评 。分 典课 题立 项和 明代 文学全 部交 稿 这两 件 事 , 既 解 决 了 无米 作 炊 的实 际 问 题 , 也 积 累

了一 些编 纂工作 经验 ,这 对清 代文 学各 部无形 中起 了促 进作 用 , 先 后 于 2003年冬和 2004年春交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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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全部交清 , 只 能 说工 作暂 告一 段落 , 还 有 更艰 难细 致的 工作 需要我 们做 ,精 读精 校样 稿 ,是 对我
们毅 力 、学 识与 智慧 的考 验 。

首先 遇到的 是超 过大 量字 数的 问题 ,原 额定 字 数 为 1 200万 , 后 因 文学 理 论 独立 成 一 个 分典 ,需 从

各分典 抽调 字数 ,《明 清文 学分 典 》压 缩为 1 100万 , 当 然 是 很 不 合理 的 。无论 是 总 集 、体类 、作家 ,保 存

下来 的文 献资料 最多 ,我 们从 上万 个作 家中 精选 约 2 000个作家入典。需 要辑 录 的 资料 很 多 , 本 着 “大

家求精 、小 家求 全” 、“不收 作品 ”的原 则 , 也 难 以 控制 在 1 100 万字之内;何 况 在书 稿 上 很难 准 确 统计 字

数 ,出 初校 样才 知道 ,整 个 分典 超过 500多万字 , 为 顾 全 大局 ,不 得不 忍痛割 爱 。我们 的指 导思 想是 在确

保质 量 、不 伤筋 动骨 的原 则下 作删 节 ,绝 不削 足适 履 。“论 述 ”和 “传 记 ”是 核心 内 容 , 只 能删 后 出 而无 多

新意 且易 找得者 ,又 如年 谱 ,节 录与 其文 学创 作相 关的 内容 即可 。但 凡被删 掉全 文者 ,须 作“存 目 ”备查 。

可采 用“互 见法 ” ,例 如 “纪 事 ”中的 “遗闻 佚事 ” ,如 果 “传 记 ”中已 有类 似的内 容 , 就 可 从略 ;“本 事”栏 ,诗 、

文 、词 的本 事 ,大 都指 写作 背景 ,篇 幅不 长而有 利于 研 究者 参 考 , 应 予 保 留 ;戏 曲 、小说 的 “本 事 ” , 指 故 事

素材 、蓝本 ,视 对 作品 思想 倾向 、人 物形 象塑造 、性 格特 征形 成的 影响 程度定 其取 舍 ;来自 宋元 话本 、元人

杂剧 、文言 小说 的资料 ,一 般均可作存 目处理 。“著 录”具有权威性 的 、能反映版 本源流或不 同版本 特色 的 ,

必 须保留 。“艺 文”纪念性的 诗文选择最 具代表性者 ,敷 演性的戏曲 、小 说 ,作 存目 。“杂 录” ,保 留有 参考 价

值的 。关于 小家的处理 ,凡 能显示本分 典特色者 ,一 条 资料也不 能删 ,例 如《清 三》收 了农民 作家沈 谨学 , 极

为珍贵 。又 如仅存于湖北 武汉地区 的稿 本 、批 点本 中的 资料 , 更 应保 留 ,例 如游 智开 《天愚 生诗 钞》是 由 清

人王家璧批 点的稿本 。凡 资料条目 不多 者 ,可 不明 标纬 目 ,排 列顺序 则依 次不 变 ,省 下不 少篇 幅 。本 着 上

述原则 ,压 缩了 400多万字 , 保 留 下来的就是 现在出版的 1 170多万字的书 , 虽 大 动 手术但不伤筋 动骨 。

审校 样稿务 必细 致谨 慎 , 一 不 小心 ,资 料 的张 冠李 戴 、断 句 、标点 的讹误 都可 能有 ,诚 如鲁 迅所 言 ,七

点八 点就 露出了 马脚 。解 决超 字数 后 , 重 点应 该放 在精 校精 点上 。选 择版 本很 重要 ,我 们 参照 善本 或权

威出 版社 的排印 本校 对 , 尽 可 能消 灭差 错 。从 初校 到正 式付 印 , 特 别 要处理 好三 种关 系 :

一是 本分典 内部 协调 与其 他分 典的 沟通 。按 我的 初衷 ,是 想 通审 全分 典书 稿 ,但 一个 年逾 古稀 的老

人确 有力 不从心 之感 ,只 能从 各部 抽若 干校样 审 读 ,便 于 及时 发 现 问题 ,并 从 宏 观上 予 以 调 控 。尽管 在

此项 工程 的前期 阶段 ,就 开列 了必 须入 典的总 集 , 体 类 和作 家的 名单 ,但 在 实际 操作 过程 中 ,或 增或 删是

情理 中之 事 ,我 的着 眼点 在于 本分 典各 部之间 有否 重复 或将 不该 遗漏 的漏 掉了 ,还 有 本分 典与 此前 分典

之间 有无 交叉重 复或 遗漏 。比 我们 早出 的两 个分 典 ,由 于对 总集 归属 的体 例理 解不 一 ,就 出现 两种 不同

模式 ,作 为 试点 的那 个分 典 ,是 按总 集成 书年 代定 归属 的 , 另 一分 典 则按 总 集 所收 作 家 作品 的 所 属时 代

为依 归 。按我们 对 《文学 典 ·凡例 》的理 解和 从读 者 的实 际 需要 考 虑 , 认 为 以 后 者的 处 理 方 式为 宜 。受

古代 印刷 条件的 限制 ,宋 以前 的总 集 ,特 别是 规模 较大 者 , 私 家编 纂 成书 出 版 流 传的 很 少 , 自 宋以 来 ,印

刷出 版条 件改善 ,尤 其到 了明 清时 代 ,众 多总 集才 得以 编纂 出版 ,如 果 按总 集成 书年 代定 归属 ,许 多 总集

就都 会落 到《宋 辽金 元文 学》和 《明 清文 学》两 个分 典的 范围 内 ,既 误解 《文学 典 ·凡例 》 ,又 对读 者造 成诸

多不 便 。例如 《汉魏 六朝 百三 家集 》 ,《上 古汉 魏六 朝文 》按其 内容 均应 归属 《魏晋 南北 朝文 学分 典 》 ,但 前

者成 书于 明张溥 ,后 者成 书于 清严 可均 ,若 将 它们 列于 《明清 文学 分典 》 ,显 然不 合适 。早 已出 书的 分典 ,

未 收 的几 种总集 ,经 与 《文 学典 》编 辑部 协调 , 我 们 补收 了 ,这 是特 例 ,但 尚 未出 书 的 分典 ,就 不 宜 再出 现

类似 情况 ,我 们 及时 与相 关者 作了 沟通 ,不 然 我们 就会 自 乱体 例 ,此 乃 编纂 大 型 类书 之 大 忌 。本 分典 各

部 ,属 于同 一盘 棋 ,更 应通 力协 作 , 互 相 沟通 。明代 文 学先 行 一步 ,送 出 版社 、送 “两委 会 ”请 专 家 审稿 都

较早 ,从 中 积累 了一 些经 验与 教训 ,向 分 典主 要成 员作 了 交流 ,汲 取 有益 的 经 验 , 而 避免 重 复 类似 差 错 。

有的 人力 不足 , 明 文 学部 几位 主要 负责 人就主 动协 助通 读精 校 , 及 时 完成任 务 , 并 保 证质 量 。

二是 与出版 社的 关系 ,是 同一 战壕 中的战 友关 系 , 荣 辱与 共 。这 也 有 一个 磨 合 过程 ,从 互 相 之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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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了 解 到 形 成 战 斗 友 谊 , 弥 足 珍贵 。由 于考虑 问题 的角 度不 尽相 同 , 产 生一 些歧 见也 是难 免的 。有 时争

论虽 较激 烈 ,但 因宗 旨一 致 ,能 互信 互谅 ,故 问 题不 难 解决 。例如 超 字数 问 题 ,经 删 节后 仍 然 超过 70万

字 , 对 方 也 不再 苛求 删削 。感 到遗 憾的 是引书 格式 ,我 们从 方 便 读者 着 想 , 原 稿除 序 跋 和不 分 卷 次的 书

以外 ,都 是 三档 制 ,即 书名 、卷 次 、篇 名 , 出 二 校 样时 却 有 所 简 化 , 把 书 名 与篇 名 之 间 的 卷 次 变成 —个 圆

点 ,给 读者 引用 造成 麻烦 ,尽 管 交涉 多次 ,都 无 济于 事 , 木 已 成舟 ,尚 复 何言 !

三是 与《大 典 》“两委 会”和 参审 专家 的关 系 。我们 对切 实负 责 、勤 恳办 事 、能 参与 会议 的诸 委员 及专

家 ,由 衷的 尊敬 、感谢 。本 分典 终于 在 2002年立项 , 就 是 与 工委 会副 主任朱 新均 、伍 杰等 同志 南北 奔波 、

体恤 下情 的精神 分不 开的 。我 们送 审 的校 样 稿 , “两 委 会 ”的 领 导 和 专家 , 能 认真 地 审 阅 并 提 出具 体 意

见 ,特 别是 《大典 》编 委会 主任 任继 愈先 生 ,年 近九 旬 , 每 次 审 稿会 都 亲自 主 持 ,并 实 事求 是 地 提出 意 见 ,

工 委 会主 任李彦 同志 也如 此 , 他 深 知编 纂工作 难度 之大 ,勉 励有 加 ,我 们深 受感 动 。送审 的目 的 ,就 是为

了及 时发 现问题 ,确 保书 的质 量 。但是 ,世 上 没有 绝对 的 权威 ,寸 有 所长 , 尺 有 所 短 , 我 们本 着 求 真务 实

的态 度 ,对 专家 所提 意见 作了 逐条 分析 ,根 据 不同 情况 ,分 类 处理 :一 是属于 硬伤 性质 的 , 坚 决 改正 ,例 如

断句 、标点 或排 校致 误的 错别 字 ,这 类错 误如 轻易 放过 ,贻 误 后人 ,罪 莫 大 焉 , 必 须 把 差 错消 灭 在 付印 之

前 ;二 是可 改可 不改 的 ,择 善而 从 , 即 不 改虽然 不算 错 , 但 改了 更 好 , 就 应 当 改 ;三 是 确实 不 能 改 , 一 改 反

而改 错了 的 ,当 然不 能改 ,我 们 要把 不改 的理 由说 清楚 ,既 尊 重专 家 意见 但 又 不 盲从 ,做 到 条 条落 实 ,条

条有 交代 ,而 且 以审 稿会 为鉴 ,举 一 反三 ,通 读 细 校全 书 。一 切为 了 确 保质 量 。一 位 明 君曾 说 过 :“取 法

于上 仅得 为中 , 取 法 于中 ,故 其 为下 。”我 们对 自己 的要 求越 高越 严格 ,出 精 品的 希望 就越 大 。

不上 书山不 知山 之高 ,不 入学 海难 知海之 深 , 历 时 10年的磨砺 , 编 就 《明清 文学 分典 》 ,不 仅在 实践 、

学习 中充 实自己 ,扩 大学 术视 野 ,也 锻炼 出一 支严 谨 、求 是的 学术 队伍 ,这 是 最令 人欣 慰的 。向 一直 关心

我们 编纂 工作的 领导 、学 术界 的朋 友以 及承担 出版 工作 的合 作者 ,谨 致诚挚 的谢 意 ! 向并 肩奋 战的 全体

同仁 表示 衷心的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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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H ubei , China)

　　Biography:WU Zhi-da(1931-), male , Professo r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

Wuhan Universi ty , majo r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ales and drama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bstract:RecordsofLiteratureinMingandQingDynasties, a branch of Great D ictionar y o f

Chinese Cultur e , has been published recent ly.From my own experience , i ts compi lation should be

guide by the idea that quali ty is above all.And strict ly based on fact of Ming and Qing' s literature ,

my w ri ting g roup of select teachers w o rked in a practical w ay , and completed the task af ter a diff icult

period of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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