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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勤集》

前言

人生长勤生命常青接到陈永志老师的电话，说他的自选文集《长勤集》即将付梓，并命我作序，我深
感惶恐。想到这是老师对我的殷殷情意，于是依稀往事一一浮现脑际，有些生活片断，经时间淘洗愈
发清晰起来。约半个世纪以前的1959年，我考入上海师院预科（即后来的上海师大附中），陈永志老
师那时刚从华东师大毕业，担任我们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我这人开化较晚，老师的教导没怎么往心
里去，今天想来，真后悔自己的冥顽不灵，但头脑中却烙下了当时老师上课的神态：双眉微蹙，目中
灼灼的放出光来，时而挥动一下手臂以助语势，用不庸置疑的口吻讲解着课文。老师对议论文章的分
析我印象尤深，让我感受到，严密的逻辑思维竟然也如此具有魅力。从此我爱上了语文，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陈永志老师是引领我进入文学殿堂的第一人。当时我想，像永志老师那样，以中文为终身职
业，或当一名语文教师，应该是我的人生选择。毕业时，永志老师在纪念册上给我们题诗：“临别方
忆相处时，万般忧喜难成诗。惟盼他日重相逢，直呼朋友不称师。”诗句真情流溢，我想不到在老师
严肃不苟的外表下，会隐藏着如此炽热的情感。对我这样一个青年学子而言，这首诗，无异于一块人
生界碑，一直矗立在我心头，难以忘怀。光阴荏苒，再次见到老师，已是十多年后的70年代末了。我
考进了永志老师的母校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求学期间，从刊物上读到了永志老师的力作《郭沫若的泛
神论思想》（已收入本文集）。老师对我说，文章从初成到发表整整经过了十多年。真是“十年磨一
剑”啊！老师的毅力以及表现出来的学术品格，使在读研究生的我颇受触动。后来永志老师调到大学
任教，论著接连问世，成为海内著名的现代文学学者、郭沫若研究专家，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顺理成
章、势所必然的。我毕业后留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有机会接触永志老师敬重的徐中玉先生、钱谷
融先生等前辈学者，经常能亲接謦咳，聆听教诲，便偶而在老先生与永志老师之间传递点近况或者信
息。依靠华东师大这根纽带，与永志老师之间的关系又进了一层。难道真如杜甫说的，“文章憎命达
”？正当事业走向巅峰，可以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噩运陡然降临，老师患了难治之症，从此
只能终日缠绵床榻，令学生十分痛心。多少年来，永志老师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折磨和内心煎
熬，但他思想的齿轮仍在不断地运转，笔耕依然没有辍止。老师病后，我理应常去探视，但我生性疏
懒，情感方面也比较迟钝，事情一多，就疏于问候；不过每次到老师府上，师生晤对，尽驱尘俗欲念
和冗杂事务，请益学术和人生、社会等方面问题，便感到精神上无比充实和满足。永志老师行动不便
，只能坐在床上说话，累了就在床头靠一会。我望着他端坐的上半身，在侃侃而谈的时候，表情是那
么认真专注，思维是那么缜密敏捷，都一如过去的状态，常常会产生错觉，忘记了他是一个双腿几乎
失去知觉不能动弹的病人。近年来，我参与了全国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工作，想到永志老师在中学
执教20年，我急切地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于是，我们谈话的重点自然而然地转向基础教育。永志老师
肯定了新课改以学生发展为本、加强文学熏陶的教育理念，还进一步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
述出发，对我畅谈用文学作品“思想和道德的力量”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我从永志老师那里获取了
精神支持，同时，也惊异于老师思想的天地居然如此广阔高远。现在，一厚叠《长勤集》书稿放在我
的面前，沉甸甸地——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劳动的产物啊！它不仅是老师学术研究的沉淀
和部分结晶，还承载了一份老师人生体验的悲壮和厚重。永志老师以自己的思想成果证明着，一个对
社会和学术事业自觉承担起责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他的生命质量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它还昭示人们
，要做生活的强者，首先应该做自己生命的主人。走笔至此，在我脑海中映现的永志老师的身影，忽
然叠印上了一个老渔翁的形象。老渔翁在海上与狂风恶浪搏斗了许多个日夜，立志钓到大鱼——其实
他何尝不是在与自己的意志力较量，在向人类的生命极限挑战？当感到筋疲力尽时，他说：“可是一
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大哉斯言！当我们读到这
本文集中那篇《我和死神对话》，以及那首令人神旺的《病中自勉》诗，在心灵受到震撼之余，定会
感悟到，虽然老师不幸身陷生存的困境，但精神可以跃升到一个多高的境界啊！壮哉吾师！悠悠五十
载，弹指一挥间。如今，老师寿晋七秩，作为学生的我，也已年逾六旬。永志老师一生教书育人，桃
李芬芳，我在他的学生中绝对不是最优秀的，只是一名有幸忝列门墙，却终未能登堂入室的弟子，无
论在为人还是在学问方面，常觉辜负了老师的厚望。如今老师给了我认真阅读《长勤集》的机会，我
仿佛是在翻阅一本人生的大书，精神上得以更加走近老师。这篇附骥短文，岂敢称序，谨藉此对永志
老师表达一个学生久存于心间，不过从未说出口的敬意。集名“长勤”，除了老师赋予它的含义之外
，我想斗胆稍加附益：“长勤”者，“常青”也，老师的学术生命必将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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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勤集》

内容概要

《长勤集》中的一至四辑，即按前八个字顺序编辑，依次称之为史实篇、文本篇、方法篇、观念篇。
其收录的文章博大精深，开辟通往真理的坦坦大道，作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主旨于文学研究
，提出表现并激发人的发展，即表现并激发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表现并激发人的精神的不断提升，
是文学创作的神圣使命，是文学理论批评的出发点。《情谊篇》记叙了老师、朋友、亲人，以及发表
作者文章、出版作者著作的编者的深厚情谊。最后一篇《自述篇》中的诗文则透露出作者“长勤”一
生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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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勤集》

书籍目录

序言：人生长勤生命常青第一辑  史实篇《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北岛利信：陈永志《(骆驼祥子)
反映的年代新证》的介绍及译注(“介绍”部分)浅草社成立和离散的时间考辨冯至：致陈永志(1988
年1月26日)《天演论》踉《进化论与伦理学》对读札记田汉对《名优之死》的修改《巨炮之教训》写
作的背景及动机《女神之再生》与《炉中煤》的写作日期《女神》校勘的版本及相关资料第二辑  文
本篇鲁迅《湘灵歌》别解谈谈对《家》局限性的批评王独清诗歌之我见“力”是什么？它从哪里来？
——读《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札记《梅花树下醉歌》疏证《雪朝》义疏《凤凰涅椠》校释第三辑  方
法篇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附言：如何进一步研究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多侧面的统一——《女神》阅读
与研究方法举隅论“把人当成人”——重庆时期郭沫若一个重要观念的系统考察《郭沫若思想整体观
》引论第四辑  观念篇郭沫若英雄悲剧对我国古典英雄悲剧的继承与发展附言：关于文学的持久性论
《女神》的人生哲学人的发展：《浮士德》和《女神》《女神》的持久魅力究竟在哪里？一支美丽而
忧伤的歌——《边城》的悲剧特色及持久意义《献给人类的歌——蔡丽双诗文论稿》序附言：我的文
学观《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前言第五辑  情谊篇我的母亲引领我人文学之门的黄吟军老师回忆
吕荣春老师记杨其精老师恩师钱谷融先生钱谷融：《郭沫若思想整体观》序炳昆兄二三事《抗战时期
的上海文学》序陈青生：《创造社记程后记》关于《(女神)校释》《郭沫若传略》后记《郭沫若思想
整体观》后记《灵魂溶于文学的一群——论浅草社沉钟社》后记把握对象整体的可贵努力——读沈善
增的《还吾庄子》《情系俄罗斯》序张添立：与陈永志老师的通信友情——我的光明圣母——读《笔
翰情—记我的同学陈永志》致振源廖振源：笔翰情——记我的同学陈永志(节录)第六辑  自述篇习惯兴
趣耐心融人生活——我的读书与写作杂记我和死神的对话——病中致友人书诗九篇一、站立黑龙江栈
道二、无题(二首)三、灵魂向梦境飞翔四、伫立在陈嘉庚先生陵前五、寂寞六、风筝七、友情(三首)
八、旺旺的微笑九、非新非旧篇(四首)七十自述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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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勤集》

章节摘录

　　《天演论》跟《进化论与伦理学》对读札记　　翻开刚到手的《鲁迅研究月刊》第10期，即读到
汪毅夫先生的大作《(天演论)：论从赫胥黎、严复到鲁迅》，于佩服见解的精到之余，引发了自己撰
文的兴趣。大约在七八年前，我在讲授鲁迅的思想发展时，也考虑过类似的问题，且将《天演论》跟
《进化论与伦理学》这两个译本作了对读，发现其间有许多不同，加以归纳后对学生作过介绍，当时
也曾想撰成文章，但事过情迁，始终没有动手。现在读了汪先生的大作，才下决心来整理旧稿。或者
它能作为汪先生大作之补充，如能进一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则是大喜过望了。　　《进化论与纶理
学》的主要内容略述　　本书包含导论与正文两个部分，它们的内容虽能互相补充，但论旨则相同。
大致可以将它概括为两个方面：(1)生物进化论；(2)社会进化论。　　本书认为生物进化有两种不同
状态(或过程)：一种叫自然状态，也称宇宙过程；一种叫人为状态，又称园艺过程。宇宙过程是由三
种趋向所构成：变异、选择、生存竞争。简单说，物种在蕃衍变异之后，就产生出为适应环境的生存
斗争，适于环境的就存在下去。园艺过程与此不同，它虽不能脱离宇宙过程，但却是人依着自己的能
力和智力，通过宇宙过程来实现培育新品种的愿望，对此区别，书中有简要的说明：　　宇宙过程的
倾向是调整植物生命类型以适应现时的条件。园艺过程的倾向是调整条件来满足园丁所希望培育的植
物生命类型的需要。(第10页)　　在简要叙述了生物进化论之后，赫胥黎在书中较为详细的叙述了社
会进化论。他断然肯定社会进化不同于生物进化。书中写道：&ldquo;文明的前进变化，通常称
为&lsquo;社会进化&rsquo;，实际上是一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过程，即不同于在自然状态中引起物种进
化的过程，也不同于在人为状态中产生这种进化的过程。&rdquo;(第26页)那么，社会进化的特点是什
么呢?赫胥黎在书中阐明，人有双重本性，即&ldquo;自然人格&rdquo;与&ldquo;人为人格&rdquo;，也
称为&ldquo;自行其是&rdquo;与&ldquo;自我约束&rdquo;。前者是一种天赋的力量，是为自己生存而不
择手段攫取一切的力量；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约束，把它限制在社会福利所要求的限度之内，它是人类
的&ldquo;良心&rdquo;。前者称为宇宙过程，后者称为伦理过程，两者的统一构成赫胥黎的社会进化
论。书中有两段话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社会中的人，无疑是受宇宙过程支配的。正如其他动物那
样，繁殖不断进行，并为寻求生存资料而进行激烈斗争。生存斗争使那些比较不能使自己适应他们生
存环境的人趋于灭亡。最强者和自我求生力最强者趋于蹂躏弱者。但是，社会的文明越幼稚，宇宙过
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就越大。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的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
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
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　　我已强调过，对伦理上最好的东西(即所谓美或美德)的实践包括一
种行为的途径，这种行为的途径在各方面都是同在宇宙生存斗争中导致成功的那种行径对立的。它要
求用&ldquo;自我约束&rdquo;来代替无情的&ldquo;自行其是&rdquo;；它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尊重而且还
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践踏所有竞争的对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是在于使适者生存，不
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它否定格斗的生存理论。它要求每个得以享受一种社会利益的
人，都不要忘记那些曾经艰苦地创立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惠；并且注意他的行为不致削弱允许他生活
于其中的那种组织。(第57～58页)。　　如嫌引文过于冗长，不妨简单概括一下：第一，社会进化统
一着宇宙过程(自行其是)和伦理过程(自我约束)；第二，宇宙过程可促使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伦理
过程防止宇宙过程的膨胀，人类之间的斗争；第三，伦理过程影响增大的程度，决定着社会进步、文
明和稳定的程度。这后一点是赫胥黎社会进化论精义之所在。　　从这样的理论出发，赫胥黎论证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ldquo;人在这种社会中并通过这种社会可以发展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这种文
化能够维持和不断改进其自身，直到我们地球的进化开始其下降过程&hellip;&hellip;&rdquo;(第31页)这
就显示出赫胥黎社会进化论的资产阶级性质。　　严译《天演论》对原著的省略、附益、批评　　严
复对自己的译著有这样的自我评价：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
句次，而意义不倍本文。　　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
。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　　就这两段话来看，严复虽强调译著不背原文，但
也承认了译著跟原著有两个不同：第一，有&ldquo;慎到附益&rdquo;之处；第二，增加&ldquo;后
案&rdquo;，列入与原著不同的学术观点，并&ldquo;附以已见&rdquo;。此外，还有一个不同，这是严
复不愿说出的，就是译著对原著有所省略。下面略加举例说明。　　先说少为人注意的省略。　　关
于进化包含着前进的发展与倒退蜕变这两种含义，赫胥黎在本书的导论和正文中，分别写了一段很长
的话来解释。严复都略去不译。其中一段的文字是：　　在动物界，也和在植物界一样，从非常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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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勤集》

的类型到最高级的类型，生命的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世界的其他
方面，循环进化从各个方向都表现出来。诸如表现在水之流入大海复归于水源，天体中的月盈月亏，
位置的来回转移；人生年岁的无情增加；王朝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mdash;&mdash;这是文
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第34页)。　　这段话所包含的&ldquo;循环进化&rdquo;的观点，是严复当时完
全不能接受的，是和他翻译《天演论》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所以严复甚至不采取将它译出而后予以批
评的常用的方法，而干脆略去不译，可说用心良苦。　　再说&ldquo;慎到附益&rdquo;。　　&ldquo;
慎到&rdquo;，即颠倒，也就是译文对原文的顺序有所改变；&ldquo;附益&rdquo;，则是增加了原文所
没有的文字。严译的附益处很多，且特别大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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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勤集》

后记

近几年来，旧病加剧，新病迭起，本已衰疲之精神更日见不济，于是萌发不再写作的念头。在停笔之
前，为记下自己的足迹、追溯弥足珍贵的往事，感谢给予引领、启示、支援、扶持的朋友和亲人，编
了这本集子。我系的陈慧忠教授曾约我为他的研究生上课，他说你的身体不好，讲点不用花时间备课
的，比如做学问、写文章的体会。想了一想，我答应了。后来向他的研究生讲了十个字：史料、文本
、方法、观念、态度。这最后的两个字“态度”，我说了要静得下、坐得住，不要随风转、图热闹，
但因我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集子中自然没有反映。集子中的一至四辑，即按前八个字顺序编辑，依
次称之为史实篇、文本篇、方法篇、观念篇。选人的文章，都是个人认为至今尚可以献给读者的，但
也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因各种原因而没有选人，至于已出版的著作，除极少数章节外，也都不在编选之
列。这四辑的文章大体按发表的先后编排，问或据内容略作调整。当然，分类并非绝对，史实篇中的
文章，有的也可以放到文本篇，方法篇中的个别文章，放到观念篇中也合适。但有个大体的分类，集
子的眉目总比较清晰一点。研究、写作要重史料，从文本出发，已是常识；运用校勘确定文本，运用
注释、考证的方法深入文本，反对不顾文本的本义而随意发挥，前辈们已树立了典范。这些，我只是
略有心得并付之实践而已。方法论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曾热了一阵，或者因为“热”，
把一些本不属于“方法”范畴的观点也拉了进来。我仍然以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精辟、最有包容性(
《论把人当成人》引入一般系统论的“结构”这一概念，但“结构”也是辩证法的范畴之一)、最具普
适性。它博大精深，开辟通往真理的坦坦大道，它要求全面把握对象，把握对象的整体、对象的特性
，我仅是稍有体会并加以运用而已。略带点个人色彩的，是关于文学观念的部分。最初，我是以现实
的、政治的尺度评价作品，后来，我逐渐认为以思想的、道德的标准比现实的、政治的尺度能更准确
评价作品，现在，我认识到：在作品足够称得上“文学”的前提下，“人的发展”这一标尺，才是评
价作品的根本标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以人为本”是
这一主旨的中国化表述与具体发展。我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主旨于文学研究，于是我提出表现
并激发人的发展，即表现并激发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表现并激发人的精神的不断提升，是文学创作
的神圣使命，是文学理论批评的出发点。第四辑里的文章反映了我认识的转变，对于“人的发展”的
观点虽有所阐明，但未及充分展开，期待人们的指教。第五辑可名为《情谊篇》，我记叙了老师、朋
友、亲人，以及发表我文章、出版我著作的编者的深厚情谊。这是集子的重心，是我出版这集子的用
意所在，第一至第四辑都是为了它而存在。老师、朋友、亲人、编者，给了我温暖和帮助，我用什么
来答谢他们呢，就用第一至第四辑那几页文字，那是我的全部财富。我别无他物，我只有这几页纸，
只能用这几页纸来答谢他们，答谢他们的引领、启示，答谢他们的支援、扶持，答谢他们的鼓励、推
动，答谢他们的关心、照顾。至于书名“长勤”，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她一直夸奖我“勤读
”，我也如她所希望的，一生勤读苦读；另一方面是取自《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
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哀”我理解为慨叹。是啊！一生“长勤”，而天地无穷
，过往今来都不侔不及、不见不闻，如此“长勤”岂不哀哉！岂不令人感慨万千，太息不已！这也是
我一生心境的一种写照！第六辑名为《自述篇》，其中的诗文透露出一点这样的心境。第一至第五辑
的文章绝大多数已发表过，而这第六辑的，却都未曾发表，将它置于集子之后，权且作为附录吧。集
子五月开始编纂，六月左眼突然视物扭曲，七月竟至于失明。仅用右眼颇为不适，时间稍长即视力模
糊，乃至眼眶微痛。出于种种考虑，不想推迟预想的编定、出版的时间。这样一来，旧作的增删未能
尽如人意，拟写而未写的只好暂时停笔，已开了头的新作也只能匆忙完篇。我终于不能为自己的写作
留下一个满意的句号。——或者人生本就没有完满的句号吧！请方智范作序，并非因为他是在自己研
究领域里成就卓著的专家，而是因为他和我相交、相知多年。感谢他又给了我一个友情的纪念品。集
子的出版，还要感谢陈青生为之联系，以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李春兰女士的热情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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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勤集》

编辑推荐

《长勤集》是一本集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劳动的产物！它不仅是作者学术研究的沉淀和部分结晶，还承
载了一份作者人生体验的悲壮和厚重。“长勤”是作者对文学工作孜孜不倦的写照，书中的文章反映
了作者认识的转变，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对于“人的发展”的观点有所阐明。时作者还对其亲朋好
友，工作伙伴表达了深深情谊，亦是本集子的重心所在。结尾的自述篇是点题篇，记叙了作者“长勤
”的一生，它昭示人们，要做生活的强者，首先应该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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