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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刚遗著保存
、

整理出版

和近年研究情况述略

王 庆 元

近代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生前手定出版的著作
,

有 《文心雕龙札记 》
、

《集韵声类表 》等
。

60 年代
,

中华书局又编辑
、

出版了 《黄侃论学杂著 》 一书
。

由于知之者稀
,

故其名不彰
,

国

内学人甚至有不知黄侃其人者
。

也有人对这样一位国学大师著述这样少
,

难以理解① 。

这种情

况出现的原因
,

我们从章太炎的 《黄季刚墓志铭 》 和其它一些材料可以窥见其端倪
。

原来黄

侃先生虽然学问渊博
、

精深
,

文贯古今
,

而对著述的态度却极为严谨不苟
。

章先生说
: “

季刚

不轻著书
,

余数趣之日
:

人轻著书
,

妄也
;
子重著书

,

吝也
。

妄
,

不智
;
吝

,

不仁
。

答 日
:

年

五十
,

当著纸笔矣
。 ’ ,②刘博平先生是黄侃早年任教北大时的及门弟子

,

刘先生也说过
:

黄先生
“

自谓修轨不暇
,

如欲成书
,

当埃五十以后
。 ” ③诅料

,

天不假年
,

黄先生未满五十即溢然长逝
。

因此在他生前的确未撰成什么宏篇拒制
。

可是黄侃先生生平批校
、

圈点的古籍却甚黔
。

刘先

生 回忆说
: “

先师精力绝人
,

平居覃思极研
,

寸暑惟宝… …有佳客至
,

又娓娓弥 日
,

追听者罢

极散去
,

复归几案
,

往往一灯彻晓
。

凡经纳绎之籍
,

校勘句读
,

丹墨交横
,

符识分别
。

自笺

细字
,

密如蚁阵
。

至如经史小学诸要籍
,

校读有逾十余周不已者
, ’ ,①太炎先生也说他

“

有所得
,

辄笺识其端
,

朱墨重沓
,

或涂到至不可识
。 ’ ,⑤这些经黄先生手批校的书学术价值极高

,

因为黄

先生功底深
,

见解敏锐
,

其中精到语比比皆是
。

对这些手批校书籍
,

世人咸视为瑰宝
。

经黄

先生批校的古籍
,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还有不下百数十种
。

如手批大徐本 《说文解字 》
、

手批

《广韵 》
、

手批 《尔雅郝疏 》
,

皆是朱墨烂然
,

书眉行间蝇头细字达数十百万言
。

黄先生逝世后
,

其遗稿和手批校书籍及历年藏书 (据黄悼教授回忆
,

黄先生晚年藏书有

三十六架之多 )
,

还有全部 《道藏 》 和大量丛书均皮藏于南京九华村量守庐寓中
。

1 9 3 7 年日寇

大举人侵
,

南京危急
。

黄侃先生哲嗣黄念田先生为了保存先人遗物及学术瑰宝
,

以大车数辆

载藏书运往采石矶友人鲁亚和家中寄存
。

而将手批要籍
,

如手批大徐本 《说文 》
,

手批 《尔雅

郝 疏 》
、

手批点 《文选 》
、

手批吴承仕 《经籍 旧音辨证 》
、

手批校 《唐韵考 》
、

手圈点 《唐文

粹 》 及补遗
,

以及一大批声韵学
“

表谱
”
和杂著

、

杂钞
、

诗文词抄稿等
,

装于两只木箱 中
,

以

便随身携带
。

不久
,

寇巫
,

黄全家仓皇逃离南京
。

当时黄先生 日记手稿数十册以锦缎裹之
,

不

料于仓卒之际将一箱椅垫误当成 日记手稿带走
,

直到携至重庆后方始发觉
,

幸好日记抄稿副

本齐全
,

得以保存至今
。

黄念田先生一家对先人遗稿
、

遗书极为珍视
。

在蜀中
,

时有敌机轰

炸
,

一遇防空警报
,

家人首先将手稿
、

批点书籍携带逃匿
,

生怕遗稿有所失坠
。

因此这两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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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元
:

黄季刚遗著保存
、

整理出版和近年研究情况述略

珍贵图书得以完好无缺全部保存下来
。

而寄存于采石矶鲁家的书物
,

于抗战胜利后清理时发

现
,

已毁失大半
,

所存无几了
。

1 9 4 7 年黄夫人菊英又将采石矶所剩全部遗书设法运回武汉
,

然

后即悉数捐赠湖北省图书馆
,

计尚有数千册之多
,

不过其中不少已非完轶
。

解放后
,

黄念田先生看到党和国家对文化典籍的重视
,

于 1 9 6 3 年将季刚先生手批书籍和

遗稿全部捐赠武汉大学
,

希望 由季刚先生及门弟子刘博平教授和季刚先生之侄黄悼 (字耀

先 ) 教授进行整理 以问世
。

武汉大学校
、

系 ( 中文系 ) 领导对这批珍贵典籍极为重视
,

立 即

决定由黄悼教授负责组织有关教师进行清点
。

因多系手稿
,

有很多散页
,

必须逐页进行核对
,

方能合为全轶
。

清点后
,

又由系内拨款
,

请来装裱匠
,

精心装裱
。

对这批珍贵资料的保管
、

借

阅
、

参观等也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

然后拟由黄悼教授主持全部整理工作
。

可整理工作尚

未进行
, “

文革
”

发生
,

这批珍贵书稿险些又催浩劫
。

当时黄侃手稿
、

遗书全部放置在中文系

资料室一玻璃书柜中
, “

红卫兵
”

看中了放置书稿的书柜
,

欲攫取以作它用
,

企图将手稿 ( 当

时称为
“
四旧

” ,

属于焚毁和处理之列 ) 焚之一炬
,

好将书柜抬走
。

幸得资料室黎宏基先生
“
冒天下之大不题

” ,

迅速将书稿全部拿出转移
。

这批珍贵典籍又一次逃脱劫难
,

得以安全无

恙保存下来
,

至今仍珍藏在安有空调
、

设施 良好的中文系资料室书柜中
。

以上是黄先生遗稿

书籍保存的情况
。

黄念田先生
、

黄菊英女士及其亲属子女
,

黎宏基先生及 中文系资料室为国

家
、

民族保存珍贵典籍的功劳是不能湮没的
。

今特述其颠末以志之
,

并告举世学人
。

黄季刚先生在九
·

一八后忧时伤乱
,

不幸于 1 9 3 5 年 10 月去世
。

生前他在 《 自序 》 中曾

写道
: “

余幼承庭训
,

长事大师
。

六艺百家
,

皆非墙面
,

一吟一咏
,

劣足 自娱
。

然著书不行
,

解人难索
,

一归篙里
,

永闷修名
’ ,⑧ 。

这是他对 自己治学成果和他死后命运的悲观估计
,

他却

万万没有料到他逝世后不到 50 年
,

他的重要遗稿已经陆续整理并问世
,

迄今 已有 16 种数百

万字的遗稿正式由国家出版
,

并多次重版
,

有的已流传到海外
。

他的学术成果得到 国内外学

术界普遍重视
,

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
。

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实行改革
、

开放政策的结果
,

也与

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
、

重视学术分不开的
。

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同志生前都非常重视和关心黄侃先生遗著的整理 出版
。

黄念田先生解放后曾数次将黄侃先生手稿如 《游庐山诗 》 定稿本等寄赠毛泽东主席
,

毛

泽东主席回信表示感谢并予以鼓励
。

1 9 6 3 年黄念田先生又将黄侃手批 《白文十三经 》 由董必

武主席转赠毛泽东主席
,

毛主席皮藏于他的书房 中多年
,

直到毛泽东去世后 因办展览之需
,

才

转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
。

1 9 80 年
,

为了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
,

上海古籍出版社致函我

校
,

拟出版这部学术价值极高的黄侃手批 《白文十三经 》
。

我校和湖北省政府对此事也极为重

视
,

立即发文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
。

在党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直接关怀下
,

并且得到在中央

办公厅工作的黄侃再传弟子官景辉先生的全力支持
, `

由我往返京
、

汉
,

奔波数月
,

几经辗转
,

终于找到此书
,

1 9 8 3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套色影印出版
,

后又多次再版
,

满足 了学术界研究

工作的需要
。

董必武同志早年与黄侃先生相识
,

为推翻帝制
,

结为革命同志关系
,

后长期保持了友谊
。

董老生前非常关心黄侃遗著的整理出版
,

曾数次写信给黄念田先生
,

希望黄念田先生撰文将

黄侃遗著加以提要介绍
,

以飨学人
。

在董老的关怀下
,

念 田先生于 60 年代整理出版了 《文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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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龙札记 》
、

《黄侃论学杂著 》 等
。

念 田先生为保管和整理黄侃遗著花费了毕生的心血
。

1965

年黄侃的四子黄念祥先生将其父诗文遗稿 《量守碎金 》 和 《劳者 自歌 》 誊抄成册
,

送呈董老
。

1 9 6 6 年春董老曾派员来汉商量此书出版事宜
,

后因
“

文化大革命
”

碎发而中止
。

值得庆幸的

是黄念祥先生的抄稿原件经
“

文革
”

而辗转归于湖北文史馆收藏
,

后由省文史馆组织人力
,

经

过一年多的整理
、

校订
,

最后定名 《黄季刚诗文钞 》
,

于 1 9 8 5 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不

仅实现了董老生前遗愿
,

也为研究季刚先生的思想和文学成就提供了最新的材料
。

武汉大学校领导对黄侃遗稿的整理及黄侃学术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视
。

1 9 8 4 年
,

当我校

得知黄侃先生遗婿黄菊英去世的消息后
,

为了协助家属把后事办好
,

校领导亲 自出面
,

并由

校后勤行政部门具体操办
。

此次
,

黄侃先生的外孙女婿杨克平先生也亲在汉吊唁
。

在座谈会

上
,

校
、

系领导和中文系有关专家
、

教授
,

将刚出版的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 》 赠送杨克平

先生并请杨先生转赠在台的黄侃之婿潘重规教授
。

为了继承先人遗志
,

使更多的人研究和弘

扬黄先生学术
,

经武汉大学的同志提议
,

杨克平先生欣然 同意并率先在武大设立了黄侃奖学

金
。

武大自己也拿出一定数额经费作为奖学基金
。

在整理黄侃遗著工作中
,

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

贡献了整个晚年的是我校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黄耀先教授
。

耀先师是黄侃先生侄子
,

从 19 2 1 年起即追随从父季刚先生授业
,

亲炙于季刚先生

前后 15 年
。

黄悼教授不但学识广博
,

对语言文字之学有精深的造诣
,

而且对黄侃先生的生平
、

治学情况又极为德熟
。

因此
,

由他承担黄侃遗著的整理
,

自然是驾轻就熟了
。

黄悼先生早年在

南京 中央大学
,

后来抗战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
,

已移录了大量黄侃手批书的识语
,

积累

了丰富的资料
。

黄悼先生亲自给我谈到
,

他在 60 年代初
,

即利用教学余暇开始了黄侃遗著的搜

集
、

整理工作
。

如对黄侃倾注大量心血
、

专心批点的昭明太子所编《文选 》
,

黄悼先生先后移录过

三次
。

湖北省图书馆所收藏的黄侃批校的《经传释词 》
、

《韵府钩沉 》
,

以及我校中文系资料室所

藏《经籍旧音辨证 》等笺识语也是这一时期借出并加抄录的 (后来黄悼先生将这些书的识语合

编为一册
,

定名为《量守庐群书笺识 》交我校出版社
,

于 19 83 年出版 )
。

1 9 6 5 年
,

正当
“

文化大革命
”
的前夕

,

黄悼先生开始摘录黄侃手批 《尔雅义疏 》 中有关

声韵方面的批语
,

准备编成 《尔雅音训 》 一书
。

这一工作尚未完成
, “

文革
”

碎发
,

整理
、

编

次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

黄悼先生也无可幸免地被打成
“

黑帮
” ,

受到
“

批斗
” 。

但即使在

这种险恶的环境下
,

整理工作并未完全中止
。

白天要挨批
,

受训
,

工作就夜间偷偷进行
。

黄

悼先生 日记中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 “

一九六九年七月初一
,

庚申
,

移录 《尔雅音训 》 毕
。

自四

月二十四 日至五月初七 日可偷 嗓一小时缮此稿
,

自五月初八讫今则可以半 日书写之
,

共历六

十有七 日
。 ’

啊于此可以看出黄悼先生整理黄侃遗著的不懈精神和毅力
。

70 年代初
,

黄悼先生又根据黄侃手批大徐本 《说文解字 》 和早年讲 《说文 》 段注的笔记

整理编次成 《说文同文 》
、

《字通 》
、

《说文段注小笺 》
、

《说文新附考原 》 四稿 (后合成 《说文

笺识四种 》 一书 )
。

接着又将季刚先生论学精粹语编成 《文字学笔记 》
、

《声韵学笔记 》
、

《训话

丛说 》 三种 (后合为 《文字声韵训话笔记 》 )
。

黄悼先生还秉承黄侃之说
,

自撰成 《古今声类

通转表 》
。

可是在
“

四人帮
”

粉碎之前
,

书虽撰成了
,

但出版却非易事
,

寄往出版社 的书稿屡

屡被退寄回来
。

为了把遗著手稿保存下来
,

使学术成果不致湮灭
,

黄悼先生拿出仅有的存款

六七千元将整理好的书稿油印装订成册 (每种印 20 0 册 )
,

分寄全国各省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
。

“

四人帮
”

粉碎后
,

学术研究的春天来了
。

1 9 8 1 年陈云同志作了重视古籍整理和出版的指示
,

中央专门发了文件
。

这时学校安排我作他的科研助手
,

还拨给了一定的科研绎费
,

黄悼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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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元
:

黄季刚遗著保存
、

整理出版和近年研究情况述略

劲头更足了
。

他不顾自己已届八旬高龄
,

孜孜砧砧终 日伏案撰述
,

又陆续整理了多种黄侃遗

著
,

如他将移录的季刚先生 《广韵 》 批语编成 《广韵校录 》 一书
,

还编 出了 《黄氏文存 》
、

《字正初编 》 等稿
。

这时
,

他花了半生精力撰写的 《经典释文汇校 》 也由中华书局 出版了
。

这

本书既汇集了清代学者及其叔父黄季刚
、

近代学者与革命家吴承仕等人的研究成果
,

又加进
. 了 自己几十年钻研的心得体会

,

采撩宏富
,

校勘精细
,

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

出版后得到国内

外学术界很高的评价
。

黄悼先生晚年整理的黄侃遗稿
,

经我多次往返上海
、

武汉两地联络
,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

社长黄侃弟子李俊民及总编辑包敬弟先生热情支持下
,

使黄侃先生的主要遗稿 《手批白文十

三经》
、

《文字声韵训话笔记 》
、

《文选平点 》 等七种得以陆续印出
。

1 9 8 3 年武大出版社成立后

又印出了若干种
。

黄悼先生去世前
,

曾拟编 《黄侃论学杂著续编 》 和 《经典释文略例 》 等书
,

可惜病魔夺

去 了他的生命
,

未能如愿
。

黄悼教授去世后
,

我与校 内外同仁继续整理出黄侃手批大徐本

《说文 》 (此书已于 1 9 8 7 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

《黄侃 日记 》
、

《黄侃诗文集 》 (后两种尚

未出版
,

书稿存于出版社 )
。

1 9 8 5 年和 1 9 8 9 年
,

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黄侃外孙女婿
、

香港企

业家杨克平先生的大力支持下
,

先后在武昌
、

南京和香港开过纪念黄侃诞生百周年
、

逝世五

十周年研讨会和国际章黄学术研讨会
。

会前会后都出版了一批黄侃遗著
。

如 1 9 8 5 年武昌会议

时
,

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徐孝毖提供自己多年珍藏的黄侃手批本
,

印刷 出版了 《尔雅正名评 》
、

黄侃手批 《南宋四家律选 》 (前者为武大出版社出版
,

后者为湖北省图书馆 自印本 )
。

香港会

前
,

武汉老龄科学院又慷慨解囊
,

赞助经费出版 了 《黄侃纪念文集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内收研究和纪念黄侃的论文 )
。

会后
,

由香港浸会学院提供经费
,

与我校中文系合作撰写了

《黄季刚遗著书 目及提要 》 ( 尚未出版 )
。

以上所记是黄悼教授去世前后
,

即 80 年代中后期整理和出版的黄侃遗著成果
,

这是他一

生精力和心血的结晶
,

也和黄侃遗著保存者和一切协助支持整理
、

赞助黄著出版的人的共同

努力分不开
。

了解黄悼先生的人都知道
,

他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 日
,

即使在人们普遍重视

的传统节 日— 春节
,

他也是伏案研读不倦
。

1 9 8 3 年
,

黄悼先生已 82 岁高龄
,

又身患了不治

之症住院治疗
,

他仍不忘带上书稿
。

这时条件已不允许他动笔写作
,

只好在病榻上翻检书稿
,

以积储材料
,

准备出院后撰写
。

这种为学术鞠躬尽瘁的精神
,

实在是十分感人的
。

我在协助

黄悼先生的整理工作
、

撰写各书前言
、

校正数百万言文字中
,

感受最深的还有一点是耀先师

和季刚先生一样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

至今留存我手中的耀先师文章底稿
,

都可以看出字斟

句酌
、

多次反复修改的痕迹
,

连一个标点都不马虎放过
,

满纸朱墨烂然
,

涂到至几不可识
。

这

些都足以为后学矜式
。

黄悼先生去世后
,

在黄侃遗著整理上
,

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
。

程

先生亲 自校阅
、

审定我们整理的 60 万言的黄侃 日记稿
,

又主编 了 《黄侃生平和学术 》
、

《黄侃

学术论丛 》 两部书稿 (前书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
。

1 9 8 5 年
,

武昌
、

南京两地的黄侃诞生百

周年
、

逝世五十周的盛大学术研讨会也是程先生主持召开的
。

黄侃的其他及门弟子如陆宗达

教授
、

殷孟伦教授和徐复教授不仅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

而且也非常关心黄季刚老师的遗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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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出版
。

他们都撰写 了大量回忆老师生平
、

治学方面的文章
,

将老师的嘉言豁行传述给学

子
,

激励青年奋进
。

黄侃遗著出版后
,

他们又撰文介绍这些重要典籍的读法
、

凡例等
,

为后

学指点迷津
,

使他们知道登堂人室的门径
。

因为黄侃遗著的出版
,

为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

研究
,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故一直受到学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

有的书稿未来得及正式 印出
,

还

是油印本时已被国内高校采用作研究生教材
。

正式出版后
,

研究
、

评介的人就更多了
。

香港

企业家杨克平先生为了促进对黄侃学术的研究
,

除率先在武汉大学设立黄侃奖学金外
,

后又

在南京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和云南大学等高校设立了黄侃奖学金
,

使黄学研究在国内多所高

校得以开花
、

结果
。

如 1 9 9 3 年在华中师大举办了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
,

并出版了两册论

文集
。

今年在杨克平先生再次赞助下
,

武汉大学即将举行
’

95 黄侃国际学术研讨会
。

近年
,

我

们还高兴地看到
,

海外研究黄学之风也 日益兴盛
。

在海峡对岸
,

国际著名红学家
、

敦煌学家

潘重规教授多年前已将他移录 (或原本 ) 的季刚先生手批校书如大徐本 《说文解字 》
、

《尔雅

义疏 》
、

《古韵谱稿 》 等合为 十四巨册
,

在台湾影印出版
。

一

我们也看到台湾
、

香港出版界还出

版了潘重规
、

林尹
、

高仲华
、

陈新雄
、

谢一民
、

左松超
、

陈飞龙
、

柯淑龄
、

黄坤尧
、

孙仲温

等大批黄门弟子
、

再传弟子在黄侃古音学
、

文字学
、

训话学以及 《文心雕龙 》 等方面的大量

研究著作和古籍整理著作
,

这些都使我们获得不少教益和启发
。 ,

我们相信作为炎黄子孙
,

今

后海峡两岸携手共同努力
,

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

为黄学 的发扬光

大作出新的贡献
。

注 释
:

① 黄侃在世之时
,

除两三种传世之作
:

《文心雕龙札记 》
、

《集韵声类表》
、

《 日知录校记 》 等出版外
,

论

文发表亦不多
,

故使人产生的印象确实如此
。

但由于黄先生勤奋过人
,

生平批点的古籍却极多
。

近

年
,

我协助黄悼教授进行整理
,

从 80 年代至今已有 10 余种著述共数百万言问世
。

为便于学者全面

了解
,

兹将已出版的黄著列目如次 (仅录大陆出版的
,

不包括台
、

港及海外 )
:

1
.

《文心雕龙札记》
,

中华书局 1 9 6 2 年版
。

10
.

《字正初编 》
,

武大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

2
.

《黄侃论学杂著》
,

中华书局 1 9 6 4 年版
。

11
.

《黄侃声韵学未刊稿 》
,

武大 出版社 1 9 8 5 年

3
.

《文字声韵训话笔记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3 版
。

年版
。

12
.

《尔雅正名评》
,

武大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4
.

公尔雅音训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

1 3
.

《薪春黄氏文存 》 ,

武大出版社 1 9 9 3年版
。

5
·

《说文笺识四种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3 年 14
.

《黄季刚诗文钞》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 9 8 5 年

版
。

版
。

6
.

《黄侃手批 白文 十三经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5
.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 》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2 9 8 3 年版
。

1 9 8 7 年版
。

7
.

《文选平点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4 年版
。

16
.

《黄侃手批南宋四家律选 》
,

湖北图书馆自印
.

8
.

《广韵校录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1 9 8 5 年版
。

9 《量守庐群书笺识 》
,

武大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

②⑤ 章炳麟
:

《黄季刚墓志铭 》
,

《黄侃生平与学术 》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 9 8 5 年版
。

③④ 刘绩
:

《师门忆语 》
,

《黄侃生平与学术 》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 9 8 5 年版
。

⑥ 黄侃
:

《自序》
,

《黄季刚诗文钞》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⑦ 黄掉
:

《 日记》 (手稿
,

未刊 )

(责任编辑 张炳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