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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传》

内容概要

《郑振铎传》内容简介：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化史上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屈指可数的文学巨匠之一，但在
长时期里，学术界对郑振铎的研究较少。陈福康潜心从事“郑学”研究20多年，已出版《郑振铎年谱
》《郑振铎论》等著作。
《郑振铎传》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书近60万字，立体而全面地描述了郑振铎
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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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传》

作者简介

陈福康，一九五○年十月出生于上海。一九七七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提前报考研究生，于一九
八二年由华东师大授予文学硕士学位。后去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
一九三七）》编选工作。一九八五年考入北京师大研究生院，师从李何林先生，一九八七年毕业，由
北京师大授予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郑振铎年谱》（
一九八八年书目文献出版社）、《郑振铎论》（一九九一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一九九二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另有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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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瓯海之滨　一 瓯江流过这里　二 家世之谜　三 坠入困顿的家　四 峥嵘头角第二章  负笈京师
　五 新的天地　六 赵家楼的火　七 《新社会》《人道》　八 向光明走去　九 事业的发端　一○ 惆怅
初恋时第三章  春申江畔　一一 放弃“铁饭碗”　一二 在商务编译所　一三 他关心朋友　一四 同道的
发难　一五 寻求爱之源　一六 无辜者的血　一七 生活就是工作第四章  暂别祖国　—八 不得不出走　
一九 “阿托士”船上　二○ 在法国巴黎　二一 在英国伦敦第五章  归来赤子　二二 重整旗鼓　二三 
赤者嫌其白　二四 在研究室里　二五 工会的抗争第六章  北平任教　二六 “南迅北铎”　二七 开拓文
学阵地　二八 丰厚的呈献　二九 刻的丰碑　三○ 平绥沿线之旅　三一 遭忌与被排斥第七章  再返上海
　三二 文学院院长　三三 文坛最高努力　三四 “大度与宽容”　三五 为了团结御侮第八章  抗战八年
　三六 国魂的再生　三七 “孤岛”砥柱　三八 唯有一腔正气　三九 一部奇书　四○ 一个同志会　四
一 最后一课　四二 虎窟之旁　四三 丹实耀寒枝　四四 长夜盍旦第九章  民主斗士　四五 胜利！胜利
！　四六 别无选择　四七 白热化的斗争　四八 转入另一线　四九 全生命贡献　五○ 乘风破浪行第十
章  火中凤凰　五一 新生的太阳　五二 投身开国大业　五三 一展平生志　五四 化私为公　五五 国宝
的回归　五六 南北奔波　五七 中外交流　五八 漫步书林　五九 “白色大旗”？　六○ 灿烂的结笔跋
《郑振铎传》（郑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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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传》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瓯海之滨　　二 家世之谜　　我们的传主，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
）出生在浙江温州，但他一直称自己是福建长乐人。他在写文章时，常常特意署名“长乐郑振铎”；
有一部他编印的书，就叫《长乐郑氏汇印传奇》；他还有几枚图章，刻着“长乐郑振铎”、“长乐郑
振铎西谛藏书”等；直至他遇难前十天，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
“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那是因为，他始终不忘记他的故乡是福建长乐县（1994年撤县设市）
的首占村。　　长乐设县始于唐武德六年（623），“地名长乐，居者安之”。据载，春秋时期吴王夫
差和三国时期吴主孙皓都曾在此屯兵造船，故长乐又别名“吴航”，简称“航”。明代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七下西洋，庞大船队“累驻于斯，伺风开洋”，随航中就有不少长乐人。其后，长乐移居海外的
人越来越多，“尤以操舟行船居多”，成了我国著名的侨乡。首占位于长乐县治西南约十里，临东海
，襟闽江，坐北朝南，四周沃野葱翠。东南有起伏连绵的董奉山，该山是长乐的主峰之一，三国时期
“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曾经在这里结庐行医，并留下“杏林春暖”的人文佳话。因此，董奉山历
来被看作福山宝地。登山西眺，鼓峰高耸云表，马江奔流不息。鼓峰即传说林则徐吟联“海到无边天
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地方；马江则是甲申（1884）中法海战的古战场，中国海军将士曾在此牺
牲七百余人。南宋景炎年间，首占就形成了村镇。最初称“洲店”，后来音讹为“酒店”。明嘉靖年
间改名“首占”，取地灵人杰、出类拔萃之嘉意。这当然比“酒店”好听多了。而小小的首占村，历
史上确实出了不少名人。明清时代进士就有六名，举人二十名，还有众多贡生、附学生、太学生、庠
生、监生等；民国以后也出了博士、教授、院士多名。现在，全村在籍人口三四干，几乎全都姓郑。
而分布在世界各国的首占乡亲竟也有二干多人，真是名不虚传的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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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传》

编辑推荐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作出过巨大
贡献，但以前对他的研究和介绍却很少。陈福康博士继《郑振铎年谱》和《郑振铎论》之后，又写出
了《郑振铎传》。它把翔实的史料纳入以传主经历为中心的情节系列中，不仅描述了传主的生活和创
作道路，再现了传主的真实形象，而且广泛涉及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反映了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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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传》

精彩短评

1、老舍先生说，书喜欢读就读，不喜欢就不要读。这书写的好烂，一堆一堆的废话，都不及报纸上
面写的好。
2、从传记文学本身来说，本书不是精品，但它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在书籍、人物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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