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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先生等老一代著名作家倡议、由中国政府支持建成的文学博物馆。
无论从建筑的规模还是从藏品的数量来看，均可排在世界的前列。
因此，它也就成为了北京乃至中国文化建设的地标性设施——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无不赞颂它所展示的
文学的自信与尊严，赞颂它展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学的爱护与推重。
我们固然为此而自豪，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馆远不仅只是一个展示的窗口、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
文学馆的价值，或许更在于它可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通往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流派的通道，在于它可能
为更广大的民众开启一扇走近作家走入文学的大门。
近年来，我馆积极进行“作家版本图书馆”、“数字文学馆”、“手稿珍品馆”的筹建，坚持开办“
星期日免费讲座”，以及这次编选出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从书，都是我们朝着既定的
办馆方向的努力。
自1986年巴金先生在北京西郊万寿寺宣布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以来，文学馆已经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和
文学的繁荣走过了二十寒暑。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怀下，在一代一代馆员的努力下，在成千上万的作家及其亲属的殷殷关切和慷慨
襄助下，文学馆既变化了容颜，也丰富了馆藏。
我们倍感欣慰的是，拜金主义的风行，似乎侵袭不到人们心中的文学净土。
许许多多的作家及其亲属仍然继续无偿地向文学馆捐赠珍贵的手稿、藏拈乃至作家的各种遗物。
如此热情甚至感染了海外，不少海外著名的华文作家，也都携其重要文稿资料来归，其对丰富我馆馆
藏乃至扩大我馆影响之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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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手稿，皆为受赠所得。
遵循“珍贵藏品既取之于社会就要回报于社会”之宗旨，择其精华编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
系·手稿卷》多辑，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本辑为第一辑。
所录手稿原件，皆为作家本人、家属及其友人收藏并捐赠。
按照一件手稿为一文物单位，每单位包括文物图片、文物档案、释文、作者简介四部分内容之编辑体
例，收录于此。
    本辑所收手稿，均按“手稿”名称拼音排序：    本辑所收手稿，“文物档案”之“产生时间”，皆
以手稿完稿之时为准；手稿原件中未注明确时间者，皆以学术研究资料为据考证其出版时间并加以注
释，如“20世纪50年代”；个别暂时未见确切史料因而无以为据故难于判别其产生时间者，注明“待
查”。
    本辑所收手稿之释文，因手稿类别不同而采用不同形式：小说、戏剧、书信、日记类或结集出版者
，释文为内容简介式：诗歌、散文及书前序言等，则抄录手稿原件内容作释文。
    本辑所有“内容简介”式释文，皆按原著内容缩写，并参阅《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本馆所编)、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原著或各类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
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新文学史料》等图书资料，在
此一并致谢。
    以抄录手稿原件内容作释文时，对原件中的明显笔误或缺漏之处，酌情予以补、正，补、正内容放[ 
]内；对原件中残缺或无法辨认之字词，以“口”替代；原件中的繁写文字，一律以简体代之：原件无
标点者，代为添加了通用的标点符号。
    本辑内容中，凡关涉外国人名、书名者，如原件译音与现在通译不尽一致处，保留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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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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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现代文学馆现藏手稿两万多件，皆为受赠所得。
其中茅盾、巴金、老舍等文学大师们解放前的部分手稿保存完整；解放后十七年中面世的《红旗谱》
、《红岩》、《青春之歌》等名作手稿基本健在；新时期里作家们“换笔”之后作品量激增而手稿最
锐减，进入馆藏者大多出自各种文学奖项得主之手。
如果把这些手稿只作独立的“手稿”论，则它们“个性”极强，每一件都是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件的“
这一个”——从内容看，馆藏手稿中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实用文献。
文学作品手稿又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实用文件则包括书信、日记、收据、便笺⋯⋯其中大者
洋洋洒洒数十万、数百万言，如《家》如《子夜》如《四世同堂》；小者却只有几个字一句话，如许
地山的早期日记：“风和日丽，我们九时行婚礼。
”从载体看，馆藏手稿绝大多数为纸质，偶有缣帛。
纸为宣纸、白报纸、三年困难时期特有的麻面草纸⋯⋯最大者四尺不裁，最小者不足一掌；书写工具
一般为毛笔和钢笔，铅笔和圆珠笔也有，但不多见。
稿本有初稿、誊稿、修订稿，也有记录稿与抄写稿：字体有“行”有“草”有“楷”有“隶”，也有
不入“书法”之门而独具一格的自由体：其中字大者如瓜如拳，字小者如豆如蚁。
如今，这些异彩纷呈的手稿们都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由散在状态组合成了一个承载着
文学历史的资料体系；孤立的“这一个”们随之从一般稿本变成了“文献档案”，在它们独一无二的
“个性”之中，从此包蕴起了基本如下的“共性”：一是整体性。
手稿，是作家们亲手用笔一勾一画在纸上写出来的文件。
一旦离开了传统的纸质载体，抑或舍弃了作家的“亲笔”性，“手稿”则不复存在。
这种内容与载体的不可分离性，应该说是手稿文献与其他纸质档案的最主要区别。
二是原始性。
手稿的纸张、字迹、签署、印鉴等都带有特定的历史标志，具有浓重的历史感和真实感。
正所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这种特点，不仅便于保存，而且不易涂改，比起其他形式的文件来，更能保证“原汁原味”真实可信
，因而更具有原始文献的无可置疑的法律效力。
三是文物性。
馆藏手稿对作品文件形成的记录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起草、增删、添补、润色⋯⋯一丝不苟，一滴
不漏。
这个过程也就是作家的心路历程，它所蕴含的文化信息量绝非印刷品所能替代。
正因为如此，手稿文献的文物性和历史直观性要远胜于其他形式的纸质文献，因而在还原历史的功能
上具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文献所无可比拟的优势。
四是鉴赏性。
由于我国的文字起源于“象形”，也由于我国传统的“书”与“写”所使用的是同一种工具同一种载
体，所以我国传统文化一向把“字”“画”相提并论。
当二者被一起置于艺术门类之中时，手稿的观赏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而作家们大都国学功力丰厚，深得翰墨个中三昧；特别是文坛大师们的手稿，称之为“艺术珍品”当
不为过。
五是孤本性。
无论怎样的手稿，世上肯定只有一份。
即使由生成者本人照猫画虎重抄一遍，却也已是旧貌换朱颜并非当初的那“一个”了。
这种难以再生性，使手稿成为与生俱来的“有独无偶”者而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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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手稿卷》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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