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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巴金写给《陈范予日记》的题字
坂井洋史
一
2005年10月巴金逝世后，我参加了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的告别仪式，即后去参加在巴金祖籍浙江嘉兴
召开的第8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
因为此次会议在巴金逝世后不久开的，自然引起了媒体的注目，有不少记者纷纷赶来，采访聚会一堂
的全国巴金研究专家们，收集他们对于巴金文学的评价以及对于一代文豪逝世的感想。
这个两年一次坚持开下来的研讨会，我从1989年上海青浦的首届以来从未缺过席的唯一外国人。
如此勤奋与会的人，不仅在外国人中找不到，在本国专家中也似乎不多（只有李存光先生一个吧？
）。
或许因此，我也受到了好几个记者的采访。
我原来缺乏被采访的经验，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和资料准备，所以谈完之后，总不免有言不尽意之慨。
后来看到部分报道，说是我的谈话，但我都觉得好像是别人口里出来的话一样。
当然，这也是我自己之不善于机敏应答和中文表达能力之低所使然的，不能将责任归诸记者。

大多数的记者想知道巴金和我之间直接交流情况如何，开口就问这个问题以开始长短不一的采访。
很遗憾，我和巴金本人的缘份薄得几乎没有，只会见过一次，通信也只有过一次来往，如何也不能提
供记者所期待的有趣逸闻。
只有一次，1997年我对巴金老友陈范予的日记手稿加以整理而出版过，那时我有幸获得巴金专为此书
挥毫的题字。
这是我和巴金之间发生过的唯一“特别”的接触，因此在采访中也多次谈到这个话题。
后来我发现到，有的报道比较忠实地介绍了当时我的谈话内容，令人满意。
但是报纸上的文字究竟有篇幅的限制，不能充分传达这支小插曲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也是理所当然
的。
鉴于此，以下我想借此机会，补充报道文字的不足，以完成这支鲜为人知的插曲。

二
在今天，陈范予这个名字，除非专门研究巴金文学的专家，几乎都无人知晓。
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育家，1900年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卒于福建崇安。
五四时期，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肄业，当年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柔石、潘漠华、冯雪
峰等。
1921年，他们以文会友，在朱自清、叶圣陶等一师教师的热情扶掖下组织“晨光文学社”，开展了课
余文学活动。
陈自己也是喜欢新诗并写新诗的文艺爱好青年。
一师毕业后的陈范予，抱着日见恶化的肺结核，辗转于沪江浙闽之间，始终没有放弃过教育岗位。
1930年，陈在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任校长时认识了访问当地的巴金，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陈范予去世后，巴金写了出于肺腑的《悼范兄》，以真挚的感情描述他们之间的交流，还高度评价他
的一生，称他为坚强的“战士”。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理想的共鸣上建立的，可称为同志之间才有的连带感。
他们邂逅的当年，对巴金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因为他面临了严重的思想转机：当时巴金不得不
承认自己一直信奉过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因此对它的内涵重新施加解释，竟在
本土化的教育活动诸如泉州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陈洪有主持的广东新会西江乡村师范、20年代匡互
生创办而30年代中期陈范予也主持过的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等活动中发现了自己的理想可以维系生命
的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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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古城泉州就是给巴金以如此“南国的梦”的美丽土地之一。
80年代中期以后，我追寻巴金当年“梦”的痕迹，几乎每年都去泉州，采访一些老人，收集了口述资
料。

记得是1987年，已故蒋天化（刚）先生（他是平民中学毕业生，孜孜不倦地收集当年泉州教育活动的
资料并表扬它的意义）送我一本题为《怀念集》的小册子。
它是由于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历史资料和健在校友提供的回忆材料以及通信等内容而编成的。
其中我惊喜地看到了叶非英和陈范予的照片。
在80年代中期那阶段，只看巴金的文章，连他们的真姓真名都无法知道，使人未免有点隔靴搔痒之感
（巴金文本中，叶只是“耶稣”，陈只是“范兄”而已）。
我看到照片后，就突然觉得他们面貌的模糊轮廓一下子就明确起来，增加现实感了。

同时，蒋老也送我一份署名“陈宝青、汤纲”的油印资料。
原来这份资料是陈家配合浙江诸暨地方志的编纂而提供给当地政府的，“陈宝青”就是陈范予的长女
。
我读了这篇扼要的传记，能够了解到陈范予一生的大概。
他的一生，作为五四时期新思潮孕育的一代上下求索而奋斗的一生，令人敬佩不已。
但是，更引起我注意的是该文所引陈范予20年代的日记记载。
难道陈家那里至今还保存着这种从未发表过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记录他与巴金交流事迹的或反
映20年代初晨光文学社活动的资料吗？
我对于这个“发现”感到莫大的兴奋（实际上，陈家保存的部分资料如冯雪峰写给陈的书信是陈梦熊
先生早已予以介绍，董校昌先生也介绍过陈范予留下来的晨光文学社的油印名单）。

经蒋老的介绍，我就跟陈宝青女士取得了联系。
第二年即1988年初秋，我为了陈范予遗稿的全面调查，专程来到上海（那份油印资料上与陈女士联名
的是她的夫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位明史专家）。
我在复旦大学的老招待所下榻，每天到陈家，进行调查，也向陈女士了解她父亲的家世以及其详细经
历。
一个星期后，我基本上掌握了遗稿的全貌。
遗稿是由各种各类的资料构成的，其中五四时期的日记和大量诗稿是最有价值的。
很可惜，30年代以后的资料几乎都没有，自然找不到巴金的影子。
尽管如此，我也很满意：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四川，虽各处天的一方也均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洗礼
的、素无谋面的两个进步青年，到了20年代后期，在理想之光的引导下居然邂逅⋯⋯为要描述两个人
交流开始之前的“前史”，我到底获得了最个人化的、最原始的、最纯粹的文本即日记和诗稿；而且
，如此“前史”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最彻底的实证性“巴金研究”。
归国后，我写过几篇介绍遗稿的论文，到了1991年开始了日记全文的整理和校订工作。

三
一个外国人翻刻70多年以前中国人的日记手稿，这个工作的确极为困难的，实系冒昧的妄图。
日记是大部分用毛笔写的，而且字也大都是较潦草的行草体，苦于判读。
如此手稿的翻刻工作，逐字判读个别字体的时候较少，而从上下文意思的联贯如何来判断中间难判字
的时候多；能高效率地判读与否，关键并不在于习惯于手写草体或异体字与否，而在于中文能力如何
。
一句话说，这绝对不是老外可以随便插手的工作。
果然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屡次遇到困难，差一步没有放弃翻刻工作。
这样的时候，我就请求陈宝青女士的援助，征求她的意见，一步一步地判读下去，1995年初步完成了
所有日记的翻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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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就去找国内某研究机关，想把这个珍贵的资料收进这个机关历年刊行的丛刊里面。
事与愿违，申请莫名其妙地没成功，心灰意懒，不知下一步该如何着，正当茫然之际，畏友陈思和复
旦大学教授帮助了我。
他给我介绍上海学林出版社，我也从学校基金拿到一笔出版资助，最后于1997年得以出版了。
那一年初秋，开完第四届巴金研讨会，刚从苏州回到上海来，担任责编的李东先生冒着大汗把一箱样
本送过来了。
当天晚上，我邀请汤纲·陈宝青夫妻、陈思和夫妻、还有学林出版社的李东先生和雷群明社长，在淮
海路的一家粤菜馆欢聚，庆祝《陈范予日记》的问世并向他们的大力协助面谢了。
如此，差不多花了10年的工作总算告了一段落，我从心里吐了一口气（附带说一句，那次聚会第二年
陈宝青女士突然患绝症去世，汤纲教授也在2005年仙逝）。

97年3月份，我已拿好学校基金的资助、学林也答应出版后，陈思和兄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请巴金为此
书写篇序文并题书名。
当时，巴金在华东医院病卧已经3年之久，不便也不能奢求序文之类，因此只请求《悼范兄》的再录
和题字。
这些请求，都烦思和兄，我一概不知其过程。
也有可能他请求巴金为此书说两句话以代序言。
此间详细的情况，问思和兄就可以知道。
本来我们都有希望将巴金的题字用于封面上，但是，很遗憾，这没有来得及。
自负一切出版经费，还说来得及来不及，也许令人觉得奇怪，但是基金会定有成书出版日期的限制，
也不得已。
既然巴金的题字不能用在封面上，设计者就从陈范予日记上拾集了本人笔迹凑成封面上的书名，至于
巴金题的书名（即“陈范予日记”五个字和“巴金”两个字的图章。
如此伴有图章的巴金题字，似乎不多见。
这颗图章，从何时开始使用起来呢？
谁给他刻的？
），就载于图版页上。
如果当时我们的愿望得以实现，他的题字竟然能够用在封面上，那么，晚年巴金为了半世纪以前逝世
的好友，用战抖的手握笔挥毫题字这个佳话，今天也许会有更多人知道。
但是，这是无法弥补的奈何。

四
《陈范予日记》出版后不久，我听思和兄说，巴金在病榻上说了“坂井做得好”一类的话。
一般地来讲，得到一代文豪的褒奖，只有这一点已经值得骄傲，在嘉兴受到记者采访时，我也如此讲
过。
但是，老实说，听到思和兄的话时突然袭来的感觉，与其说是感激或荣幸，不如说是悔恨和歉疚。

原来，人都在自己内心的深奥处隐藏着永远不会让别人知道的记忆。
其中有早已忘得干干净净、无法回忆出来的记忆，有属于个人秘密而不能告诉别人的隐私记忆，也有
自以为早就忘掉、但不知如何原因忽而浮现在脑海里的记忆之片断等等。
这些记忆，也许是甜美的，也许是经过一番努力而居然能够推到无意识领域的噩梦。
有的人不能担负起记忆的沉重，终于被此重担压垮；有的人侥幸把苦涩的悔恨当作精神营养，能够过
充实且丰富的人生。
不管如何，这些记忆纯属个人内心的。
正因此，不用赘言，别人对此根本没有插嘴的权利。
如此想来，我“做得好”的事情，也许是将自己的手粗暴地插进巴金内心深奥处而搅乱的行为也未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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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随想录》刚开始发表的时候，其现实战斗性比较明显。
它有时侯出于某种顾虑，不得不采取隐晦的隐喻修辞策略，但是究竟掩盖不了其批判精神之尖锐。
如此《随想录》，愈到后来，回忆文章所占的比率愈多起来。
活了一百年坎坷不平历史的巴金所拥有的回忆之多，恰与他的人生道路之长、阅历之丰富成比例，肯
定多得常人望尘莫及。
全部挖掘堆积如山的记忆，而且谈尽这些记忆，根本不可能。
巴金知其难而敢为，实际上，这是非常痛苦的、年迈老衰的病人无法承受的苦行。
但是，我却猜想，巴金不仅认清回忆“量”方面的不可行性，也认清“写作”原来就等同于“舍弃”
，也就是说，他一边衡量并确认回忆不了写不完的记忆之重量，一边苦苦撰写那一系列回忆文章。
这种“态度”，我想不如把它叫做一种思想觉悟更妥当。

历史是被写出来的。
人通过被叙写出来的即文本化的“历史”才能够认识历史为何物。
但是，叙写出来的所谓历史文本背后依然存在着无数的、终于未被叙写出来的事实。
如果只看叙写出来的“历史”而以为它就是“历史”的全部，不去想象其背后的东西及其沉重，那时
历史文本就会丧失活泼的气息，也会变成抽象代码的堆积。
我每次翻看《随想录》中回忆文章，总觉得巴金确实深刻认识到这一层。
当时《陈范予日记》突然出现在巴金面前，不仅给他提供一些回忆的契机，也有可能激发了他的如此
历史意识和文本意识，发生了某种作用，结果就是那一句“做得好”⋯⋯果然如此的话，我一直抱过
来的类似悔恨和歉疚的感觉就可以淡化许多，我多么希望如此！

2006年5月2日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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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范予(1901~1941)
原名昌标，笔名范庸,范宇,万雨,乐我,浙江诸暨江藻镇山后村人。
教育家,科学家,文化战士。
1918年毕业于诸暨县乐安高小。
秋，"五四"运动前一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求学，与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柔石等成立晨光社，
开发新文化运动。
毕业前后执教于沪、京、厦、泉等学校。
他学问渊博，涉猎广泛，诸如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天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
无不精通。
1930年与文学家巴金结识，互为知己，翌年曾为营救同学柔石奔走呼号，惜未如愿。
抗日战争年代，抱病辗转于福建各地，协助黎烈文创办改进出版社，为《改进》、《现代青年》等杂
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后因患肺病，在崇安武夷山暂寓，边休养治病，边撰述文章。
1941年2月，病逝于武夷山。
挚友巴金闻讯，撰写《做一个战士》、《死》、《悼范兄》三文悼念。
他一生著译甚丰，有《新宇宙观》、《科学与人生》、《达尔文》（译）、《科学方法精华》(译)、
《遗传与人性》(译)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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