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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者不妨视《鸿爪集》为共和国第一代出村进城学人的缩影或标本吧，从作者卜庆华平心静气的
“学术自述”、“岁月凝情”等等，你可细心体悟出这代学人独有的人生况味：出生在1949前，成长
于1949后，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直同脉息、共命运，以赤子之心拥抱和理解新中国的艰难曲折，惯
以歌德派立场发声，虽遍尝其中的酸甜苦辣，却无怨无悔，偶有反思，也是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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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学术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从1964年的“四清”到“文革”的六七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我的学术研究完全抛荒了。
1974年，学校（湖南师范学院）组建政 史系，校领导任命我为该系党总支副书记①。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我在经历“文革”的反复折腾后，对政治已心灰意冷，而且对“文革” 本
身也渐有反思。
当时，校领导对我仍很信任，拟升迁我为教务处副处 长，或表示要将我所任副职升为正职（即由总支
副书记升为书记），我都 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为由婉言谢却了。
此时，我是“身在曹营心 在汉”，即表面在抓学生的政治思想管理等工作，但内心深处却向往学科 
专业工作。
虽然在那个年代，钻业务也同样有风险，膏火自煎者多有，但我认为它至少可消解一些疲惫，让精神
有所依托。
在这种心猿意马的 精神状态下，学校开干部会我常溜号，我分管的学生工作也搞得很糟，纪律废弛，
学生旷课、斗殴等违纪事经常发生。
消息不断传到校方，校 领导发现我终究不是政治上的有用之才，打消了提拔我的念头。
由此，我也获得了自主择业的机会。
1978年政史分家后，我留在历史系，主动辞去了副书记的职务，选 定中国古代史作为我从事的专业，
并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的部分教学。
我之所以选择中国古代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不是偶然的，因为1974年以 后，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我曾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或者说 补过一段课。
恰当此时，我得到了紧邻中文系已退休的李之透老师的大 力帮助。
李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名宿。
他的“以校为家，校胜于家，以 生为子，生胜于子”的教育理念，艰苦办“广益中学”的奋斗精神，
长 期为学界称颂。
在与他接触中，我又发现他是位宅心和厚、学问笃实、学养有素的学者，只是由于荒唐的政治原因，
长期被冷落，成了一介 “逸民”。
由于我拜师志诚、心切，李先生答应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他以 教育家的仁爱、学问家的睿智，雅意勤勤为我补习了几年“国学”。
我对 《说文解字》的细读，对先秦经史子集的钻研，都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进 行的。
日就月将，我具备了较为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因此，1978年开始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的教
学时，并不感到突然。
我在执教“历史文献”时，因工作的需要，阅读了好些先秦古史论 著，特别是郭沫若的史学论著读得
最多。
由此，认识到：郭沫若不仅是 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是
位学识渊博的文化大师。
我想重操旧业，继续对他的著作进行研究。
甚 至想，纵令研究不能有成，追随大师的足迹走一遍也是值得的。
怎样进 行研究呢？
在中外著名学者治学之方的启示下，此时，我头脑中渐渐形 成了这样几点看法：首先是研究郭沫若这
样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文化 大师，要广泛占有与研究客体相关的一切资料，不仅是直接材料，而且
包括间接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对郭沫若有完整的认识。
为此，我设立 了一个小小的郭沫若研究资料库，以“涉猎式”的泛读法将日积月累的 资料置入库中
，并对资料作出初步的区分与会综，即把不同材料作分门 别类的处理。
其次，不仅要通读郭沫若所有的著作，而且要读他本人读 过的书，特别是要精读对他影响甚大的书①
。
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他的思 想学术和创作脉络，才能有所发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鸿爪集>>

为此，我沿着郭沫若自述的线索，开出了一个长长的郭沫若的读书要目，然后一本一本找来读。
我把这叫 做“辐射式”的读书法。
而在阅读每本书时，又采取由逐字逐句细读到 钩玄纂要直至出以己见的“掘进式”的读书方法。
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对于大小徐本和段注《说文解字》，我曾反复钻研，以求得一把籀读郭沫 若甲
金文考古论著的钥匙。
在史学方面，郭沫若盛为称赞的《观堂集 林》，我看过多遍，发现郭氏对王氏的学说既有继承，又有
发展。
在文学 方面，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我也曾一读再读，因为郭沫若在与徐
迟通信中曾详细说明这几个剧本与史剧《屈原》的异 同。
由此，更引发我对古今悲剧做初步的探讨。
为了研究郭沫若的早期 哲学思想，我将被郭沫若称为“泛神论者”的庄子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反 复比
较，发现两人的思想体系实不相同，郭氏把他们都称为“泛神论 者”，实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②。
在政治思想方面，我将郭沫若早期 最为称道的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看过三遍，因
为郭 沫若说过：他翻译此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折点。
再次，我认为 研究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名人，不能局限于个别方面，而要把他作为一个 整体来研究。
我这种“整体研究”的想法，实受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方 式——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
把对象看做一个整体，认为 整体的各部分都有此动彼应的密切联系，而一切对立都有其统一的关 系
），但更多是仔细研究郭沫若作品后所解悟到的。
例如郭沫若是文史兼 通、文史相融的大家，他的历史研究往往是为史剧创作作准备；反过来，他的史
剧创作又常常丰富了他的历史研究的内容。
如果研究者不是文史 兼修，对他作品的价值就很难作出科学的阐释。
这种“目有全牛”的看 法与古代哲人所称颂的“目无全牛”的境界，并不矛盾。
因为“目无全 牛”是庖丁经过三年分解牛所达到的技艺纯熟的境地，而“目有全牛” 则是他解牛时
首先应注意到的，否则，那真是“盲人摸象”了。
从1974年下半年起至1978年郭沫若逝世前的几年，我就是秉着上述 学术观念寒暑无间地进行学习研究
的。
这段时间，我在政治上临深履薄，严守分际，但在求知上格外努力，这是我有生以来笃学不倦、进步
最大 的几年。
其攻读之刻苦，较古人的“韦编三绝”、“悬梁刺股”、“三年 不 窥园”、“焚膏继晷”，实未遑
多让。
其嗜学入迷之情景，亦如韩文公所 言：“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答李诩书》）至 今，我还记得当年废寝忘食学习的情景：夜阑人静时，在李先生不到五 平方
米的斗室里，我还在听先生孜孜不倦地讲解《说文》，直至师母梦醒 后提醒我们“该睡觉了”，才“
下课”。
在天麻麻亮的清晨，肉店门前已 排成一条争相购肉的长龙，夹在长龙中的我，仍手拿《说文》，一个
个记 诵书中对每字的说解，有时连买肉的事也忘了。
在玄冬修夜，我看书常 过夜半，屋里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哆嗦时，就靠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或把
手放在嘴边哈口气和以电灯泡焐焐手。
有一次，我在床边洗脚，边 看书，因实在太疲倦了，竞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但脚还在水盆里。
妻 子发觉后，才把我叫醒。
三、穷山沟里的经世致用之学 在几年刻苦攻读中，一件偶然的事，中断了我的书斋生活，特别是 中
断了我的“郭研”。
那是1976年下半年至1977年，我被派到湖南省委 “农业学大寨”沅陵分团工作。
熟悉这一段历史的都会知道，那是一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毛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已被打倒，但
“左”的指导 思想还未得到纠正。
即如这次“学大寨”运动，其口号就是“以阶级斗 争为纲”、“大批促大干”、“三年普及大寨县，
实现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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