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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全集（1-10卷）》是200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吴晗。65S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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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共400多万字，基本收全了吴晗一生写作的作品。收录了迄今发现的吴晗所有历史研究论文、人物传记、杂文作品、书信、诗歌、戏剧和翻译作品等，照顾到吴晗写史的变化，辑录其传记尤其是《朱元璋传》的不同版本，并且将时人介绍、反思吴晗的珍贵文献一同收入，向读者全面呈现真实的吴晗。全集的出版，对于推动史学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了解吴晗、研究吴晗，了解民国文化，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学术、文化的多样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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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分为10卷，其中“历史卷”占6卷，“杂文卷”占近3卷，最后一卷收录了吴晗的诗歌、书信、剧作、工作报告、翻译作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卷”中，吴晗代表作《朱元璋传》的4个版本(包括1943年完成的《明太祖》，及《朱元璋传》1948年本、1955年稿本、1965年本)悉数收入其中。吴晗的杂文集《投枪集》、《灯下集》及《三家村札记》中的吴晗作品，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的工作报告等均收入全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吴晗全集》还收录了吴晗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和他的学生如张友渔、薛子正、费孝通、侯外庐、罗尔纲、廖沫沙、千家驹、白寿彝、夏鼐、杜任之、史靖、张习孔、张海瀛等人所写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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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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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少年时期就得到诸多大师激赏的读书种子，他三十岁前后就成为民国最优秀的明史大家，为寻求正义，他从学术圈依然投身民主政治，新中国时期一直身处政界与学界的风口浪尖，《吴晗全集（套装共10卷）》首次推出，最翔实、准确地展示吴晗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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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等多种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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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杂文家。社会活动家和民主斗士，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关心政治，忧国忧民。40年代，吴晗以满腔热情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写了大量杂文政论，成为刺向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匕首和投枪。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晗治学以外，继续关心国计民生。他敢于直言，疾恶如仇，不惜以身为民请命。

吴晗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早期的研究作品如《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都堪称经典之作。从40年代开始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乃至现实生活中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他提倡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手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不仅留下了一部方便实用的研究资料，而且留下了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学术研究之风。

内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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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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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1卷 历史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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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2卷 历史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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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3卷 历史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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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4卷 历史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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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5卷 历史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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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6卷 历史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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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6卷 历史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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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7卷 杂文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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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8卷 杂文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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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9卷 杂文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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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 第10卷 诗歌 剧作 书信 工作报告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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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目录：

65S万圣书城



第1卷 史卷（1）

深切怀念吴晗同志

信得过的人——忆吴晗同志

毛主席、周总理教导我们做好统战工作——回忆与吴晗同志共事时的一件往事

悼念吴晗同志

怀吴晗

《三家村札记》后记

缅怀吴晗同志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怀念吴晗同志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

怀念革命史学家吴晗同志

哭晗师

吴晗同志与普及历史科学——纪念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缅怀我受益终生的吴晗导师——纪念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

幸存者的回忆

吴晗自传

吴晗同志事略

西汉经济状况

昆仑奴考

跋明嘉靖本《甘泉先生文集》

跋馆藏明弘治本《经礼补逸》

跋《经礼补逸》

明嘉靖本《甘泉先生文集》考证

《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

《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王世贞年谱》附录之一

《（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补记

明正德本《李征伯存稿》跋尾

《绿野仙踪》的作者——梧轩杂记之

《梅龙镇》本事考——梧轩杂记之二

香山碧云寺——梧轩杂记之三

《今古奇观》——梧轩杂记之四

梧轩杂记十则

一、明初之旅舍

二、官民器用居室之制

三、风流汉子

四、太学之藏垢纳污

五、凤阳丐者

六、明初之道俗教育

七、燃料

八、山西乐户

九、燕云四种人

十、万历末年之士风

说《水浒传》——《明史》札记之一

乌斯道传——《明史》札记之二

陈献章传——《明史》札记之三

《日本图纂》——《明史》札记之四

钱牧斋之史学——永宁札记之一

跋《广韵》校勘记

西王母与西戎——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一

西王母的传说——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二

西王母与牛郎织女的故事——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三

跋《断缘梦》杂剧

跋《一笠庵四种曲》

汉代之巫风

读史杂记——《明史》

战国诸子的历史哲学

《明史》小评

胡应麟年谱

李继煌译述的高桑氏《中国文化史》

清华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

跋周昭礼《清波二志》

盟与誓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

烟草初传入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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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 历史卷（2）

胡惟庸党案考

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段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明代的殉葬制度——“蓑德组成的黄金世界”之一斑

明成祖牛母考

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

明代之农民

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南洋之开拓

南人与北人

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

廷杖

元代之社会

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

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

后金之兴起

元明两代之“匠户”

明代之粮长及其他

明代汉族之发展

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

宋官制杂释

明初之南京旅馆业

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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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卷 历史卷（3）

读史劄记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

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

明代的军兵

投下考

记《明实录》

明教与大明帝国

元代之钞法

记大明通行宝钞

明初的学校

“社会贤达”钱牧斋

后记

两浙藏书家史略

序言

二画

丁申

丁丙 八千卷楼 后八千卷楼 小八千卷楼 嘉惠堂

丁杰

丁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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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卷 历史卷（4）

明史（未完稿）

第一章 元帝国之崩溃与明太祖之建国

一、从政治革命转变到民族革命

二、元帝国的崩溃

三、元帝国政治和军队的腐化

四、元帝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

五、红军之起与元之内讧

六、明太祖之起事与削平群雄

七、明太祖之建国与开国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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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

一、明太祖的折中政策

二、定都南京

三、封建诸王

四、靖难之役

五、锦衣卫和东、西厂

六、迁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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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洋之拓殖

一、14世纪以前之中国与南洋

二、明太祖的祖训

三、郑和的七次航海

四、南洋诸国之臣服与华侨之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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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与兵（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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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卷 历史卷（5）明太祖(1943年本)

自序

第一章 流浪青年

第一节 孤儿

第二节 游方和明教

第三节 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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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士兵到统帅

第一节 红军的小兵

第二节 带兵官

第三节 统帅

第四节 陈友谅和张士诚

第五节 南征和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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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国皇帝

第一节 国号大明的意义

第二节 帝国的规模

第三节 建都问题和分封诸王

第四节 大一统和边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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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恐怖政治

第一节 几件大案

第二节 文字狱

第三节 锦衣卫和廷杖

第四节 皇权的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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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庭生活

第一节 马皇后

65S万圣书城



第6卷 历史卷（6）

第7卷 杂文卷（1）

第8卷 杂文卷（2）

第9卷 杂文集外集

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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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全集》将要出版了。从编者常君实先生来信中得知这个可喜的消息，十分高兴。同时又听到一个不免“荒唐”的建议，要我为全集作序，理由是和吴晗相熟、适合写序的人，已经没有了。因此才想到了我。读罢黯然。吴晗长我十岁，他是前辈，彼此论交在师友之间，也比较托熟。他惨死于十年动乱中，至今已有三十九年，明年又逢他的百岁诞辰，全集出版将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回想前尘，历历如昨，写几句话，为故友纪念，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管是否僭越，就这样下笔了。

　　我开始注意吴晗，是在《清华学报》上读了他的明史论文之后。一股清新的文风扑面而来，全然不同于习见的学院式论文。面目一新，十分喜欢。听说论文的发表，是得到朱自清的支持，才打破了大学学报悠久的规范。

　　后来几度路过昆明，知道他在云大教书，后又到西南联大任教，几次想前往晋谒，匆匆未果。等到1945年，我成为一名记者，在《文汇报》编报，才又想与他联系。得到他的热情支持，在报纸版面上出现了他以《旧史新谈》为题的一系列杂文，而以文字矜贵著称的张奚若，在吴晗学生静远的努力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辛亥革命回忆录。当时我们都在《文汇报》和《周报》上发表文章，声应气求，成为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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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诞辰100周年和逝世40周年，值此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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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全集》共400多万字，基本收全了吴晗一生写作的作品。《吴晗全集》分为10卷，其中“历史卷”占6卷，“杂文卷”占近3卷，最后一卷收录了吴晗的诗歌、书信、剧作、工作报告、翻译作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卷”中，吴晗代表作《朱元璋传》的4个版本(包括1943年完成的《明太祖》，及《朱元璋传》1948年本、1955年稿本、1965年本)悉数收入其中。吴晗的杂文集《投枪集》、《灯下集》及《三家村札记》中的吴晗作品，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的工作报告等均收入吴晗全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吴晗全集》还收录了吴晗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和他的学生如张友渔、薛子正、费孝通、侯外庐、罗尔纲、廖沫沙、千家驹、白寿彝、夏鼐、杜任之、史靖、张习孔、张海瀛等人所写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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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全集》主编、现年89岁的常君实告诉记者，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吴晗的很多佚失文稿被找到，并被收入《吴晗全集》，其中如：197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落实政策办公室归还给吴晗的一位亲属的吴晗的遗物——一个木箱中找到的吴晗写的《明史》残稿一部和《明代的新仕官阶级，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西藏几个名词的资料》等几篇吴晗遗稿；吴晗主编的《益世报·史学》周刊上吴晗写的《发刊词》、《高丽女考》等作品；20世纪30年代吴晗写给梅贻琦、潘光旦、陈梦家、胡昭静等人的信件共10封，等等。“《吴晗全集》的出版是对吴晗诞辰100周年和逝世40周年的最好纪念，也提醒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历史。”常君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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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吴晗全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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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共十卷，前六卷是历史著作和论文集，七八九三卷是杂文集，最后一卷是诗歌、戏剧和书信、翻译，最后是附录。历史论文和朱元璋传过去都读过，杂文过去也是选读过一些，通读吴晗的全集，会感觉到他学术重心的转向。在三十年代撰写了许多文史考证的文章，四十年代开始转入政治写作，大量的杂文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应该说三四十年代是吴晗的创作高峰期，无论是历史论文还是杂文，都是非常高产，从质量上说，三十年代的学术论文感觉更为扎实一些。从朱元璋传的撰写，反而是越来越学术化，其实第一部写的非常流畅，而且感觉很好，后来越来越学术，也越来越政治化。杂文中，纪念闻一多的文章，读之欲泪，可见吴晗是带着感情写出来的，非常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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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五星打给他的史学研究论文。读过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中感兴趣的部分和朱元璋传。最喜欢的还是那几篇考证文，太精彩。文笔真好。郭老师称其《胡应麟年谱》为才华之作，确实，看了那篇之后越来越想读明清人的文集了。

65S万圣书城



有些还是没收。不过吴晗后期的学术比早期强些。早期只是一个口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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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共十卷，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常君实在“编后记”中指出，全集不全，包括吴晗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任副市长时的一些讲话、报告没有收入，吴晗写的批判“右派”的文章也没有收入，还有两篇遗稿《近百年来的经济变化》、《近百年来的政治变化》因为散失也没有收入。现有的十卷分为四个部分，1－6卷为历史卷，包括吴晗的主要史学论文和史学著作，收录了吴晗的名著《朱元璋传》的几个不同版本（1943年、1948年、1955年1965年）；7－8卷为杂文卷，收录了吴晗的几个主要杂文集，包括《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以及《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这两个集子中的吴晗作品。第9卷为杂文集外集，收录了没有收入上述几个集子中的吴晗杂文作品，第10卷则比较杂，包括吴晗的诗歌、剧作、书信、工作报告、译作和附录。个人感觉，这套书比较大的问题是缺少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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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在《吴晗全集》里面有收录吗？想买这套书找《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本资料。网上都没有看到这本书有卖，只有以前的老版本书，而且贵的吓人。想要查其中的一些资料，请问看过《吴晗全集》的哪位可以告知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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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在吴晗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常君实辑集的10卷本《吴晗全集》（下称《吴晗全集》），与1988年北京出版社4卷本《吴晗文集》相比，这是迄今为止吴晗著作最完整的结集，可谓功德无量。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第10卷所收吴晗书信，在系年与校点上，尚有值得斟酌处。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吴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对与吴晗有关的细节考订，应是必要的功课。故不避饾饤，录下私见，未敢自信，质诸方家。

    

一、关于致杨志冰信的系年

    

    《吴晗全集》所收吴晗致其桑梓师长杨志冰的书信，都录自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下称《书信》），两书系年却略有异同，《吴晗全集》本或有自己的判断，故而笔者考证也兼及两者。

    

    《致杨志冰（一）》，《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30年Χ月Χ日。信中有云：“义乌朱一新先生之《拙庵丛稿》，生前为颉刚师求得一部。”查台湾联经版《顾颉刚日记》，涉及朱一新者唯二条。其一为1928年顾颉刚记游朱一新广雅书院旧址，时在吴晗结识顾颉刚以前，与此事无涉；其二为1930年12月2日云：“春晗、余逊来。看朱一新集。”春晗即吴晗原名，顾颉刚在吴晗来下即记“看朱一新集”，当是吴晗为其送来久求未得的朱一新集，当天翻阅把读之故，故此信当写在1930年12月2日后，月末之前。

    

    《致杨志冰（二）》，《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30年Χ月23日，《书信》本作1931年8月23日。该信有云：“曦弟于18日到平”，“现拟令其报考师大附中及辅仁大学附中二校”。“曦弟”即吴晗之弟吴春曦，1931年应吴晗之召赴北平来考二校附中，这有吴晗《致杨志冰（四）》（《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31年Χ月8日，《书信》本作1931年8月8日）可以印证：“盖生初愿考入北大后觅一相当位置约六七十元者，以供二人学业。此事已有成议，故敢飞函令曦来平。”据《吴晗全集》第1卷《吴晗自传》，吴晗1930年“暑期到北京考大学，来晚了，北大已经考过”，次年即1931年暑期再考北大与清华，终因数学零分而落榜北大，为清华所取，故此信不当系于1930年，而仍应系作1931年。其《致杨志冰（四）》复云：“生本届报考北大、清华二校，一摈一取，系7月13日至15日北大考试，……余项均佳，唯数学已抛荒久，致考零分，以是遂致被摧。清华自16考至22日，……8日发榜录取，入学证亦已正式送来矣”，所说应是8月8日。但吴晗“飞函令曦来平”与“曦弟于18日到平”，应在7月二校开考以前，因其原以为考取北大颇有胜算；而不可能在北大落榜而清华录取后的8月（倘若8月23日发函，吴春曦接函来京，已经开学在即，岂能赶上报考师大及辅仁大学附中），据其《致杨志冰（四）》自陈：“盖因在清华校内谋事极为不易，即谋得亦属笺笺稿费，又不能有固定收入”，不能解决他与曦弟的学费，决无可能再贸然“令曦来平”，故此信不可能作于1931年8月23日，而必在“8日发榜”之前。此信复云：“昨午由平返校，今晨即往谒颉刚先生，当即取得《礼俗》5册，内5册揭载吾师《俗原》之一部《礼俗》一卷。”查联经版《顾颉刚日记》，1931年暑期以前23日记及吴晗的，唯6月23日有“吴春晗来”的记载，故此信当据此系年作1931年6月23日。

    

    《致杨志冰（三）》，《吴晗全集》本系年与《书信》本相同，俱作1930年Χ月3日。此信云：“前日所发一禀，另邮《礼俗》5册及近影2帧，想已一一达帐石关，顾师颉刚昨交来《礼俗》稿费十元附函内奉上，希即检收，笺笺之费不足给纸墨，然新鈃乍试即已奏捷”，考前引吴晗《致杨志冰（二）》提及《礼俗》第2期后有编辑按语云：“本册先登载其凡例，下期登其书一部《礼俗》类”，故此信“新鈃乍试即已奏捷”，必然指杨志冰经吴晗绍介首次刊出其《俗原·凡例》，若是第3期刊出其《俗原·礼俗》似不得再称“新鈃乍试”，且《致杨志冰（二）》末云“《礼俗》5册，另邮奉上”，则《致杨志冰（三）》当接1931年6月23日前信而写，故系年当作1931年7月3日。

    

    《致杨志冰（四）》，《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31年Χ月8日，《书信》本系年作1931年8月8日。此信云：“生本届报考北大、清华二校，一摈一取，系7月13日至15日北大考试，……余项均佳，唯数学已抛荒久，致考零分，以是遂致被摧。清华自16考至22日，……于8日发榜录取，入学证亦已正式送来矣。”既云7月13日至22日先后参加北大、清华二校考试，故其下所云8日已由清华发榜录取，必为8月8日。且吴晗考虑面见胡适征询去就，故信中复云：“胡现住秦皇岛避暑，二十后始返”，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适日记》，1931年8月6日云：“早起与祖望同往秦王【皇】岛，八点二十分开车”，8月17日记云：“料理回去事。午后一点三刻开车，……晚十一点四十三分到北京”，其行程正与吴晗所说相吻合。故吴晗此信当写于清华发榜当日，《书信》本系年不误。经查《浙江日报》1966年5月21日首次摘发此信的《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续篇）》一文，即作1931年8月8日，不知《吴晗全集》本何故摈弃不取。

    

    《致杨志冰（五）》，《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31年Χ月27日，《书信》本作1931年8月27日。此信内容与上信衔接：“入学事近大有进展，前日往见适之先生，云已专函清大校长翁文灏、文学院长冯友兰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诸先生，并生所撰之《胡应麟年谱》送交清大，嘱为生在清大觅一位置已得答复。”吴晗因北大落榜，入清华，必须谋一工读位置以解决他与其弟的求学费用，而他当时在京最可求助者即昔日中国公学的老师胡适，故其“前日往见适之先生”云云，应是胡适避暑回京后当月25日。此信又云：“清大下月八九号报到，十四日开学”，实为考订此信写于8月的有力内证。清华大学按例都是9月上旬新生报到，中旬开学。笔者虽限于条件未能查证清华大学档案，但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1932年9月7日日记可以印证：“今天是新同学入校办理手续的第一天”，同月14日记云：“今天早上行开学典礼，……十时举行典礼，首由梅校长致辞。”由此足证吴晗此信只可能写于清华报到、开学前的8月27日，《书信》本系年不误。经查上引《浙江日报》1966年5月21日摘发此信，亦作1931年8月8日，《吴晗全集》本弃而不用似不足取。

    

    《致杨志冰（六）》，《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31年Χ月9日，《书信》本作1931年8月9日。此信云：“生于7日入学，住宿、交费、注册等手续俱于当日办妥。9日晤教务长张子高先生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俱以胡师曾函托关照，对生甚为青目。”胡适在1931年8月19日有致翁文灏与张子高信（参见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吴晗的学术生涯》；原信亦载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力荐吴晗云：“我写这封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吴晗此信既云张子高等“俱以胡师曾函托关照，对生甚为青目”，则必在胡适8月19日致张子高信之后，绝无可能是8月9日，而只能是9月9日，且其信提及“于7日入学，住宿、交费、注册等手续俱于当日办妥”，与上信所云“清大下月八九号报到”以及季羡林日记所记清大7日“是新同学入校办理手续的第一天”正相吻合，故此信系年当作1931年9月9日。

    

    《致杨志冰（七）》，《吴晗全集》本系年与《书信》本俱作1932年Χ月27日。此信云：“本校同学愤于国事日非，日前组织赴京请愿团，已于22日南下，今日抵京。生以特种关系留校服务，昨日为本系草一对外宣言，已在印刷中。”1931年12月17日全国各地学生代表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要求政府抗日，国民政府弹压，酿成“珍珠桥惨案”。平、沪高校闻讯，相继组织请愿团赴京抗议。据上引《浙江日报》摘发此信按语云：“1931年底，国民党反对派的卖国投降政策进一步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华北地区的青年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请愿团，南下赴京请愿，要求奋起抗日。这个时候，吴晗又在干什么呢？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给杨志冰的信中说：“（中略）生以特种关系留校服务”，则此信系年当作1931年12月27日。

    

    《致杨志冰（八）》，《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32年Χ月25日，《书信》本作1932年1月25日。此信云：“生数月来频疲疾痛，初则目疾，继以失眠。”对照《致杨志冰（七）》有云“缘日前忽患目病”，则此信当在其后。且此信复云“校中大考又届”，清华大考一如惯例，都安排在1月。此有季羡林《清华园日记》1933年1月5日所云“拼命预备考试”，可以印证；同月11日季羡林又记云“今天果然有许多人去考”，足可推断吴晗此信当作于清华大考之月。此信复云：“外附近作《绿野仙踪》之作者一文呈正”，此文题为《<绿野仙踪>的作者》，收入《吴晗全集》第1卷，文末云“原载《清华周刊》，第三十六卷第十一期，1932年1月”，吴晗寄呈的应是载有其文的《清华周刊》，亦可印证此信系年当作1932年1月25日。《书信》本系年不误，《吴晗全集》本不采亦可诧异。

    

二、关于致胡适信的系年

    

    《致胡适（三）》，《吴晗全集》本据1966年第3期《历史研究》系年为1930年Χ月28日。其信云：“明陈文烛的《二酉园文集》有沔阳卢氏《湖北先正遗书》本，已请图书馆购得，附闻”，而据《吴晗自传》，其于1930年“暑假到北京考大学，来晚了，北大已经考过，只好住公寓，成天上北京图书馆读书。过了一个月，经顾颉刚介绍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做编目工作，读了很多书”。则此信当是吴晗进入燕大图书馆后所写。据上引《顾颉刚日记》1930年9月30日云：“打电话与吴春晗，告以图书馆事已成。”则吴晗经顾颉刚介绍正式入燕大图书馆编目，应是1930年10月初事。此信复云：“永忠的《延芬室稿》的一部分——《志学编》（删定本），二月前我曾替它作了一篇跋，最近燕大图书馆又陆续购得永忠手写的《延芬室稿》全部，约二十七册”，既云“又陆续购得”《延芬室稿》全部，则吴晗读其一部分之《志学编》也当在入燕大图书馆编目以后，最早应为1930年10月间事，若再后推二月，则此信似当写于1930年12月28日。此信也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编者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据内容考察，应是1931年上半年吴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工作时写”，似亦有误。

    

    《致胡适（五）》，《吴晗全集》本据1966年第3期《历史研究》系年为1931年Χ月19日，上引《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所收本信系年同此。此信云：“去年冬间，发心编一个《四史人名索引》，……大约下半年如能入学，年底可以成功。”吴晗准备通过考试在1931年转入北大或清华二年级做插班生，既然信云“下半年如能入学”，可知此信必写于上半年。另据吴晗《致胡适（四）》附录1931年5月6日胡适致吴晗信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星期有暇请来谈。”这是吴晗从上海中国公学休学北上后胡适给他的第一封覆信，所谓吴晗的“工作”指其在编《胡应麟年谱》。吴晗理应在5月6日后首个周日，即5月10日应邀去胡宅拜谒，主要话题是《胡应麟年谱》与吴晗插班入学等问题，故而吴晗《致胡适（五）》提及“你说及的北大旁听生制度，我已去问明，据说现在没有这种制度了”。《致胡适（五）》复云：“我想找出钱牧斋批评胡应麟的话，这几天曾把四部丛刊本的《初学集》和《有学集》翻了一遍”，吴晗对胡适说及北大旁听与胡应麟年谱事肯定上心，不会拖延至1个月后才去打听与翻检，且从其自称“这几天”云云，此信应作于面谒胡适后不几天，故其系年当作1931年5月19日。

    

    《致胡适（八）》，《吴晗全集》本据1966年第3期《历史研究》系年为1931年Χ月15日，上引《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所收此信注云：“此函无年月，据内容考察，应为1931年9月写。”此信云：“《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一文，在暑假中仓促草成，本不想发表，因想买一部《明史纪事本末》，一时凑不起钱，所以只能送与本校周刊，拿到了十块钱，大概可以买一部了。”从“送与本校周刊，拿到了十块钱”云云，显是预支稿费的表述，而据《吴晗全集》第1卷所收《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一文，原载《清华周刊》第三十六卷第四、五期合刊，出版日期为1931年12月5日，则其此信应写在12月5日《清华周刊》正式出版之前。此信又云：“《胡应麟年谱》早已收到，近日穷日夜之力，重加编正，已二易稿”，而1931年9月26日吴晗《致胡适（七）》提及《胡应麟年谱》时说：“此稿现如在先生处，并请寄还，以便重写”，故《致胡适（八）》必写于9月26日之后，而只可能是10月15日或11月15日。但设若是10月15日，按当时邮政效率，即便吴晗去信与胡适寄回间不耽搁，吴晗收到《胡应麟年谱》初稿，最快也应在10月上旬中，要在短短几天里“已二易稿”，做到他在此信中所说将这篇数万字《年谱》“小注另提出附于年后”，“前稿弃去者十之五，增入者亦十之五”，在当时其白天工读，业余手写的情况下，绝无可能。何况短短几天，也不能在覆信中说《年谱》“早已收到”，故此信只可能写于11月15日。

    

三、关于致郑振铎信的系年

    

    《致郑振铎》，《吴晗全集》本系年仅作1945年。此信刊载于由郑振铎主编的沪版《民主》周刊1945年第10期，经查核原刊，其出版于1945年12月15日。此信云：“我们的《民主》周刊出到一卷十七期了”，查昆明版该期出版日期为1945年4月18日，颇易令人以为是在其后不久写的。但此信说及：昆明“物价贵得使胜利前的上海人吓死。一放爆竹，暴跌了一下，随后过节又涨回去”。则此信必写于抗战胜利后，故有“胜利前”云云。所谓“随后过节”，应指公历1945年9月20日的传统中秋节，则此信至少作于9月20日后。此信复云：“从《求书目录》和《蛰居散记》上知道你这八年来的情形”，足证吴晗此时已读到郑振铎《求书目录》（应是《求书日录》之误，此文后收入郑振铎北京三联书店版《西谛书话》，流传颇广）和《蛰居散记》。据《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所收《胜利前后日记》1945年9月2日记云：“写《散记》第一篇，毕”，整理者陈福康在其下注云：“作者当时开始写《蛰居散记》，为上海沦陷期间所见所闻的回忆录，后连载在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上。第一篇为《暮影笼罩了一切》，后发表于15日《周报》。”也有力旁证吴晗此信绝不可能写于1945年9月15日前。而郑振铎的《求书日录》虽摘录其在上海沦陷初期抢救文献善本的日记，首刊时有一长篇前言，历述其中艰辛，提及“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云云，据陈福康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该文首刊于1945年11月1日上海《大公报》，则吴晗看到郑振铎上述二文再写此信当在1945年11月1日后。而查昆明版《民主》周刊，二卷十期出版于1945年9月23日，按吴晗以昆明《民主》周刊主编与民盟负责人的身份，其时连第二卷各期也应寓目，故颇疑此信所云“一卷十七期”之“一”应为“二”之误写或误植。《吴晗全集》第7卷《投枪集》收有《正告赫尔利将军》一文，其后括注“原载昆明《民主周刊》2卷17期，1945年11月22日”，故而有理由推断此信当写于此后，倘若算上昆明至上海的信件投递期限与郑振铎将此信刊出的排印期限，此信约写于1945年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

    

四、关于致黄裳信的系年

    

    《致黄裳（九）》，《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47年Χ月21日。此信为吴晗妻袁震署名，首云“二月二十六日信拜读”，则必作于2月26日后。其后复云：“另由大陆银行奉上法币叁万元，请费神代订《文汇》航报一份，寄清华西园十二号袁震。”又据系年作1947年4月26日的吴晗《致黄裳（十一）》云：“航报算是真正收到了，真是谢谢您！航费上次寄了三万元给你，我弄不清每月要多少，务请代为问一下，打算再寄一笔钱，保证这唯一的精神食粮不致中断。”因《致黄裳（九）》落款为21日，以当时银行汇款、黄裳代订与邮局发行等手续，倘仅有五天之期，吴晗绝无可能在袁震发信当月的26日就收到《文汇报》航空版，故袁震署名《致黄裳（九）》不可能写于4月21日，而只可能写于3月21日。二十余天后收到《文汇》航报，与吴晗《致黄裳（十一）》所说“算是真正收到”的久盼心情正相吻合。

    

    《致黄裳（十）》，《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47年Χ月21日。此信云：“报纸事真是头痛，承催促甚感，仍乞代询每月航费数目，打算一次寄上半年或三四个月，省得太麻烦您也。”所说仍是托黄裳代订《文汇》航空版事，但此信不可能与袁震署名《致黄裳（九）》同日所写，一是没有必要夫妇同日另函致信黄裳；二是《致黄裳（九）》袁震已说及“原赠平寄报一份，请即停寄。万一平寄报仍可赐寄时，三万元即作航费”，对航费已作安排，吴晗全无必要在同日另函中再让黄裳“代询每月航费数目”，故此信不可能与袁震《致黄裳（九）》同作于3月21日。而据上引系年1947年4月26日《致黄裳（十一）》，重申袁震“航费上次寄了三万元给你”，则此信当写于袁震3月21日《致黄裳（九）》之后与1947年4月26日《致黄裳（十一）》之前，故系年当作1947年4月21日。

    

    《致黄裳（十二）》，《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47年Χ月13日。此信云：“至于我，《旧史新谈》原是挤出来的，本来就不怎么好，因为喜欢你的文章，你要我写，不能不挤。现在既然新编辑认为不好，那就落得藏拙，就此打住。”查系年作1947年4月26日吴晗《致黄裳（十一）》云：“《旧史新谈》是可以写下去的，例如《终南捷径》这类题目就很好”，则其时尚未接到黄裳告知新编辑不拟再用《旧史新谈》的来函，故兴致勃勃准备续作，足证此信必写于4月26日后。因《文汇报》在当年5月24日即被淞沪警备司令部藉口制造学潮而查封，1948年9月9日迁港出版（号数另起），故吴晗此信只可能写于1947年5月13日。

    

    《致黄裳（十八）》，《吴晗全集》本系年作1947年Χ月5日。此信有云：“佩弦字，今日送来，附上。”佩弦即朱自清的字，可知黄裳通过吴晗向他求墨迹。此事与《致黄裳（十七）》所说之事相关：“孝通字附上。佩弦处下次见到一定拿来。”据《吴晗全集》本，《致黄裳（十七）》系年明确为1947年6月30日，则《致黄裳（十八）》当在其后不久。朱自清与吴晗是同校不同系，故见面不会太密，但也不至于太疏。查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朱自清全集》第10卷1947年7月以后的朱自清日记，出现吴晗处计有9月5日，11月1日、2日，11月8日，12月6日。既然此信称“佩弦字今日送来”，落款为5日，则唯暑假后第一次出现日期与之相合。故此信系年当作1947年9月5日。

    

五、关于致杨志冰函的校读

    

    吴晗致杨志冰信采用浅近文言，苏双碧主编的《书信》本当据原件录文，而《吴晗全集》本再据以过录。两者在校勘与标点上都有若干失误，下据《吴晗全集》本纠正，其文本、标校同于《书信》本者则不予注明。

    

    《致杨志冰（一）》云：“朱家有关一新先生之文件如宗谱中之传略或所存手稿及其他杂件暇时请为一查。”如此长句不加标点，颇难卒读，当点作：“朱家有关一新先生之文件，如宗谱中之传略，或所存手稿及其他杂件，暇时请为一查”。

    

    《致杨志冰（二）》云：“生愚意，吾师垂矩门墙，焚膏继晷；揆之，贤者多劳，与孟子心力之喻，自无闲言。”此处“揆之”下与“多劳”下俱不应点断，《书信》本原标不误，当一句连读作“揆之贤者多劳与孟子心力之喻”，《吴晗全集》本不解“揆之……之喻”即以某某比喻而言之义，以至读成破句。

    

    《致杨志冰（三）》云：“他又得钱大昕《潜研堂全集》一部，内《弇州山人年谱》一卷已由曦弟分年录帙。以其叙事过简，及于其学术思想渊源随选就之未及也，置《四部稿》及《玉剑尊闻》、《弇山堂集》、《太仓志》及当时人文集于案头，随所得补隶疏证，于下预计一月后当可订补成一初稿。”此处“于下”两字当属上，读作“随所得补隶疏证于下”，即将随时阅读所得补隶疏证于抄录《年谱》相关年份之下。

    

    《致杨志冰（四）》云：“其他如颉刚、以中诸师俱曾讽以彼等愿相资之好意，生亦一一婉言谢绝。盖受人借予则可受人赠与，则绝不可。”“受人赠予”当属下读，应标点为“盖受人借予则可，受人赠与则绝不可”。此信又云：“盖以老父半生精力皆已耗之，生兄弟身上际此时期雅不愿其再向人喋喋陈言，受人轻诮也。”“生兄弟身上”当属上读，应标作：“盖以老父半生精力皆已耗之生兄弟身上，际此时期，雅不愿其再向人喋喋陈言，受人轻诮也。”又云：“故此计划所着重此只为第一年第二三年，或无须。”吴晗此信上文言及借款助学计划为期3年，因第一年身无分文，最为吃紧，故此句当标作：“故此计划所着重此，只为第一年，第二三年或无须。”

    

    《致杨志冰（五）》云：“前日往见适之先生，云已专函清大校长翁文灏、文学院长冯友兰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中略）适之师父恐生钱不够用，另借40元为入学后购书之费。”吴晗信中从不称胡适为“师父”，查核前引《浙江日报》摘发此信时所附影印件，此处“父”当为“又”之形讹。吴晗此信说及入学清华事已由胡适力荐，“大有进展”，但燕京大学史学系顾颉刚也力劝吴晗明年转学燕大，其下云：“似此情形因可欣幸，唯又似左右做人虽因如一有就便示人以轩轾易得罪人也，目下只得唯之而已。”此句文义颇难理解，查核前引《浙江日报》影印件，其中前一“因”字当作“固”字，“虽”字原作繁体“难【难】”字，与繁体“虽【虽】”字形近而讹；“唯之”，“之”字原为重文符号"="，应读作“唯唯”；“就”前原有“去”字。故此句当校读作：“似此情形，固可欣幸，唯又似左右做人虽【难】，因如一有【去】就，便示人以轩轾，易得罪人也，目下只得唯之【唯】而已。”

    

    《致杨志冰（六）》云：“前读手示，当即将最近情形一一禀同”，“禀同”疑为“禀白”之形讹。又云：“选课已定明日，间课则在下星期一”，“间【间】课”疑是“开【开】课”之形讹。又云：“然《明史》三百卅二卷木刻本，普通在百本左右，遍询诸书肆，时价均在三四十元上下”，此处“木刻本”三字当属下读。又云：“他若《明列祖实录》以无刻本，非次第到平中冬馆手录不可，明室档案则以存世不多，一见且虽，更无论传抄矣。”此处“冬馆”疑为“各馆”形讹；“一见且虽【虽】”当为“一见且难【难】”之形讹。此信复云：“日来奔波入学，倥偬一无暇晷知注，先此奉白。关于杨氏借款事于致家严，书中已详细说明用途，此不赘。”此处“知注”当属下读，“于致家严”亦属下读，标点当作：“日来奔波入学，倥偬一无暇晷，知注先此奉白。关于杨氏借款事，于致家严书中已详细说明用途，此不赘。”

    

    《致杨志冰（七）》云：“继以国是颓唐，校中忙于集会论议。几日无吸晷，以是未能捉笔，幸吾师恕之。”此处“吸晷”疑即上信所说“暇晷”之形讹，此信下文也有“一得暇晷”措辞，可以印证。又云：“《童谣诠证》已于前日由云林先生递到，忽促中拜颂一过，齿颊流芳。唯第一首《专壤谣》首标唐尧年代与时下思潮不合。”“忽促”疑为“匆【怱】促”形讹，《专壤谣》当作《击壤谣》，其诗为《古诗源》所收第一首，当是繁体“专【专】”字与“击【击】”字之形讹。

    

    《致杨志冰（八）》云：“世风日下，读书人只知读性史及海上无聊作家之黑幕小说，高文典册欠已。如吴稚晖所言置之粪厕中”，此处“性史”当加标书名号，乃张资平所著书。“欠已”疑为“久已”形讹，当属下读，故此句当作：“世风日下，读书人只知读《性史》及海上无聊作家之黑幕小说，高文典册欠【久】已如吴稚晖所言置之粪厕中。”又云：“故乡生活程度低，印工较廉，纸张较贱，如能将二书稍加增删集，生等诸门人之力集腋以成此举亦非难事”，此句中前一“集”字当属下读，应标作：“如能将二书稍加增删，集生等诸门人之力，集腋以成此举，亦非难事。”复云：“生次与颉刚先生设法与燕大研究所接洽，当即与偕往该所代主任洪威廉先生（前燕大图书馆委员长）面晤。据之该所现已改组分隶研究院”，“据之”疑为“据云”形讹。《吴晗全集》本吴晗致杨志冰信此类疑为形讹之处尚多，除第五信因有上引《浙江日报》影印件可以覆校，其他因未睹信函影印件，只能以理校推断。最妥善之法，就是将这些文言信函影印行世，以供校读。

65S万圣书城



吴晗早慧。其同乡、同庚、同学千家驹在回忆文章中称吴晗“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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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证明，是吴晗六岁就写出一首《无题》—厨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好书，吾谓耕者比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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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采之外，末句里表达的对农事内涵、平民本色的体认与尊重，为不少成人所不及。他后来成为学界一流的历史学家、内战时曾与闻一多齐名的民主斗士，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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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是书生，遭遇放不下书桌的时代，为争取继续读书、写书、教书的机会，只有走出书房。内乱一日不消除，就一日看不成书。时代如此，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实在难有更好的选择。吴晗的好友千家驹、闻一多、费孝通等等，都是这样。其年谱、自述，均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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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12月4日，吴晗写信给黄裳说：“写文章是愿意的，困难的是别人不把你当作可以写文章的人，被安排做太多自己才力所不愿作的事，于是一方面疲精劳神做牛马，吃力不讨好；一方面又颇想偷闲动动笔墨，成天要接见许多生疏然而是热诚可爱的面孔，说太多自己也记不起来的话；……如此如此，就永远写不出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能读自己该读的书，然而，又能怨谁，只怪自己是生在如此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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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黄裳写信约稿，吴晗遇到了知音，有了写文章的机会，自然高兴。他表示情愿写《旧史新谈》，写短文章，几百字就是一小篇。每天写半个小时，每个月写一两万字。他很快就写出了四篇，寄给了黄裳。大苦闷中，有了些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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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快乐抵消不了大苦闷。吴晗写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有一句：“世界整个变了，我们也已经变了。”当时的吴晗，用不少精力参与《民主》周刊，学术渐远，政治日近，乃至置身其中，奋力其间，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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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6月30日，吴晗写信给黄裳说：“我极喜欢你的趣味情调，二十年前我们相熟，你的现在也许就是我的过去。那时代，我还喜欢写旧律呢。现在都是梦了，想一想，成天是政治，说的，看的，写的，谈的，连做梦都是，就是剁烂了也分析不出一丝丝趣味，情调澈头澈尾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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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初期，吴晗很希望在新时代回到他的旧行当，却因政治因素不得不就任北京市副市长。百废待兴，首善之区的父母官该多忙碌，可想而知。吴晗给朋友的信中说：“这几年来简直没有写什么，……时时不忘积习，老想有机会动动笔。但是，没有办法，时间很少，多半连报纸也看不完全。惟只是空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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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本《吴晗全集》，收录其诗作28首。其中《感事》二首写于1932年，后一首如下：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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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征歌虎帐前。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著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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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承转合、用典、对仗、平仄、意境都很不错，有古风。确是高水准的“旧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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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5月8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新诗16首。前两首如下：公社好，好在大而公，综合农林渔副牧，群力夺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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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好，万众一心同，工农商学兵协力，旗帜满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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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前后时代巨变，一位大学问家的诗作内容和诗风随之变化。当年旧律，当今打油，确如吴晗所说，“都是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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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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