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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文集（共四册）》

内容概要

本次出版的《贾植芳文集》主收具有文献价值的著译和首发及散佚文稿，近年新出或重版的著译不在
此列。《文集》共分四卷，每卷30万字左右：第一卷为“创作卷”，收录自20世纪30年代至近期贾植
芳先生所写的小说、散文和随笔；第二卷为“理论卷”，收录贾植芳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
学、外国文学等研究领域撰写的理论文章；第三卷为“书信日记卷”，收录贾植芳先生致胡风及致贾
夫人任敏女士的书信，并将首次发表1985—1987年贾先生退休之前的日记；第四卷为翻译卷，收入贾
植芳先生50年代翻译的已绝版多年的三种译作：《论报告文学》、《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国文
学研究》。由于篇幅限制，贾植芳先生近年出版、重版或即出的多种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译，如《
狱里狱外》、《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契诃夫手记》、《写给学生》以及收入《解冻时节》（长江
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早春日记》（大象出版社即出）等书中1985年以前的日记部分，本《文集
》暂不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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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文集（共四册）》

精彩短评

1、翻了书信和日记部分，真是提携陈思和老师努力呀。日记中多见八十年代后期文化局面的不平静
。
2、　　最近刚在看贾先生《把人写端正》，很震憾。先生久经磨难，还能在高龄写作时保持旺盛的
精力、清晰的思辨、老到的文字，真是幸事，让人叹为观止。
3、　　《贾植芳文集》出版感言
　　
　　四卷本《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版）摆上案头，提醒我贾先生九十寿
庆这个让自己在内心里激动了多半年的主题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第一次跟随业师拜访祖师爷，
未识其门而在复旦九舍大门外先遇其人，局促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最终只能傻笑着跟在两位且走且谈
的尊长身后亦步亦趋，到如今屈指算来，我竟已经在先生身边生活了十多个年头，而先生的九十寿庆
也已经安然过去了。九十岁的先生仍可让如我这般没出息的&quot;徒孙&quot;有机会跟在他身后怀着
一个出息的希望傻笑，这该是何等欣幸的事。
　　在先生的寿庆会上，当年曾因&quot;反右&quot;遭罪，一度被与胡风先生关在一处的&quot;广义上
的难友&quot;张强华先生开玩笑说，如果说与胡风同监是一种荣幸的话，你们这些后生们是不会再有
这样的荣幸了。张先生的话说得轻巧，对我却是一个震撼。一个人被突然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拉出去
，打入社会的&quot;另册&quot;，从那一刻开始他所习惯的日常的一切就再也与他没关系了，那该会
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我想，任何一个人，当他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理上的压力都会非常之大。我们可以
用许许多多名义去定义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但一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
。什么叫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人首先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其次生活在一个单位当中，再次生活在
一个交际圈子当中。当他突然从正常生活中被拉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变了，和他无关了，家
人的生死音信杳无，单位与他脱离关系，朋友和交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奢侈。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何
以自处？捱不过这一关而终以殒颠瘐死失智发狂乃至不知所终的人们该有多少！
　　贾先生52年从震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经院系调整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现代文学教
研室主任，那时候他精神焕发，非常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
工作中去，开新课，做翻译，写小说，写论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新中国最大的典范是苏联，就像
现在学习美国，美国的所有新理论、新作品都是我们最先要学习的东西一样，那时候在大学的中文系
里，学习文学最先要学习的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就是俄国苏联的文学。为此贾先生率先开出俄国文学研
究课，现在收在《贾植芳文集》翻译卷里的3部译作，《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
《论报告文学》，就是他当年为这门课准备的材料。其中《俄国文学研究》本不是一部现成的著作，
而是他动用自己多方面的外语积累，从当时能够找到的外文报刊中自己编译出的俄国著名学者对作家
作品的评论。贾先生这方面的工作成绩，过去广为人知的只是《契诃夫手记》，现在《贾植芳文集》
把这些绝版多年的译作重印出来，所具有的应该不单是文献价值，这样的书和人，可以为今天的读者
带来的应是多方面的启迪。
　　年轻的贾植芳这样地投入工作，首先说明了他的工作热情，其次说明他对自己工作的环境的认同
程度之高，也说明着他在50年代初对于&quot;新中国&quot;即将为这个国家带来的新面貌的一种体认
。他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差不多半辈子的追求一朝实现，&quot;新中国&quot;成立了，他没有理由不
把自己当成国家和社会的当然的主人，努力投入工作。但突然有一天，他要从这个环境中被拿出去，
正当他以饱满的热情对待自己的工作，投入到新生活当中去时，突然被这个生活驱逐了，我想这种遭
遇在一个人心理上所产生的震荡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今天我们披览收在《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里
的文革后期《写给任敏》的那些书信，应该不难体会，贾先生和师母在十几年互相不知生死的情形下
，一个&quot;活着就是胜利&quot;的念头是如何命悬一线地承载了人生的全部重量。
　　回顾过去，贾先生经常说到一句话，那是他80年代初获得平反时的最强烈的感受，那感受他概括
为：重新由鬼变成人。这样简单几个字的一句话中，实际包含了一个人几十年的经验。这种经验什么
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把他由一个正常的公民、由一个&quot;人&quot;变成&quot;鬼&quot;开始的。然后
，经过几十年，再重新由&quot;鬼&quot;变成&quot;人&quot;。记得贾先生真正的难友绿原先生对此有
过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做&quot;起死人而肉白骨&quot;，可谓字字惊心。在这样的惊悸体验之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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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文集（共四册）》

投入社会生活，又是怎样的情形？寿庆会上，苏兴良老师以同事的身份回顾了贾先生正式平反前应邀
赴京参加现代文学资料整理的一个座谈会时的情形。在苏老师泪光荧荧的讲述中，贾先生重新投入正
常生活时所体现出来的心底里的欢欣，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欢欣啊。一个过
去几十年都被这个社会彻底排除在外，对社会来说完全无用的人，完全无意义的存在，突然又被社会
所需要了，他再次感受到生活的对他的召唤，重新体会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能不欢欣吗？平反后的贾
先生从他当时作为复旦中文系资料员的工作岗位起步，由现当代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开始他人生和学术
生命的第二春，在担负多种学术和行政职务的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单从数量上看远比他遭难前多得多的
工作成绩（尤其是见于《文集》理论卷的部分），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啊。
　　有机会在贾先生的寿庆会上听到先生的难友和同事讲述他们心目中的先生，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
难得的机会。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如果你今天去跟贾先生交往，到他家去拜访聊天，他可能会对你说
：我老了，再也做不动学问了，做学问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听了可能会笑一笑。但是要知道，在
这样一句朴素的表述当中，实际上不仅寄托了贾先生对后人的期望，同时也包含了他自己几十年的遗
憾，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黄金年华白白浪费的人生遗憾，他希望这样的遗憾不要在我们身上
重演。
　　这样一些事情，为我们勾画出来的贾先生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从《贾植芳文集》小说卷
里可以看到，贾先生早年的小说题目里经常出现&quot;人&quot;字，《人生赋》、《人的悲哀》、《
人的证据》、《人的斗争》，可见&quot;人&quot;这个概念在他的人生体验中的分量。他反反复复提
到&quot;人&quot;这个关键词，反反复复告诫我们要把&quot;人&quot;字写端正，这当中，实际上包含
着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实践的对人、对人生意义、对人生价值的体认。
　　这样一种严肃地对待人、对待人生的意识，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传统。现代文学史
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着重强调的一条就是：&quot;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
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
工作。&quot; 根据茅盾的说法，这个宣言是文研会十二位发起人公推周作人起草的，经鲁迅看过。茅
盾当时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他能抓住商务印书馆老板为捕捉白话文带来的新
商机，放手将《小说月报》交给他去改版这样一个机遇，在现代文学史上竖起&quot;文学为人
生&quot;的大旗，所凭借的正是直接求教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些新文化运动巨人，从他
们汲取经验和精神。所以，今天贾先生以十分生活化的语言教给我们的为人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其实
也正是从五四那一辈人那里传承下来的。
　　所以，在那个会上我说，面对贾先生，我们不是面对一个衰朽的、好像已经远离我们今天生活的
老人，而是面对着一部活着的中国现代的历史和文学史。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儿在贾先生在场的情
况下去谈论他和他所亲历的这么一部文学史及文学现象，这是我们的幸运。现在放眼全国，像贾先生
这样的人物，作为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可以来给我们讲课，可以让我们去请教他，这样的人物还有几
个呢？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
　　200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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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文集（共四册）》

精彩书评

1、《贾植芳文集》出版感言四卷本《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版）摆上案头
，提醒我贾先生九十寿庆这个让自己在内心里激动了多半年的主题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第一次
跟随业师拜访祖师爷，未识其门而在复旦九舍大门外先遇其人，局促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最终只能傻
笑着跟在两位且走且谈的尊长身后亦步亦趋，到如今屈指算来，我竟已经在先生身边生活了十多个年
头，而先生的九十寿庆也已经安然过去了。九十岁的先生仍可让如我这般没出息的&quot;徒孙&quot;
有机会跟在他身后怀着一个出息的希望傻笑，这该是何等欣幸的事。在先生的寿庆会上，当年曾
因&quot;反右&quot;遭罪，一度被与胡风先生关在一处的&quot;广义上的难友&quot;张强华先生开玩笑
说，如果说与胡风同监是一种荣幸的话，你们这些后生们是不会再有这样的荣幸了。张先生的话说得
轻巧，对我却是一个震撼。一个人被突然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拉出去，打入社会的&quot;另册&quot;
，从那一刻开始他所习惯的日常的一切就再也与他没关系了，那该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我想，任何
一个人，当他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理上的压力都会非常之大。我们可以用许许多多名义
去定义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但一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什么叫日常生
活对他的需要？人首先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其次生活在一个单位当中，再次生活在一个交际圈子当
中。当他突然从正常生活中被拉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变了，和他无关了，家人的生死音信杳
无，单位与他脱离关系，朋友和交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奢侈。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何以自处？捱不过
这一关而终以殒颠瘐死失智发狂乃至不知所终的人们该有多少！贾先生52年从震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的位置上经院系调整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那时候他精神焕发，非常积极
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工作中去，开新课，做翻译，写小说，写
论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新中国最大的典范是苏联，就像现在学习美国，美国的所有新理论、新作
品都是我们最先要学习的东西一样，那时候在大学的中文系里，学习文学最先要学习的世界先进文化
成果就是俄国苏联的文学。为此贾先生率先开出俄国文学研究课，现在收在《贾植芳文集》翻译卷里
的3部译作，《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论报告文学》，就是他当年为这门课准
备的材料。其中《俄国文学研究》本不是一部现成的著作，而是他动用自己多方面的外语积累，从当
时能够找到的外文报刊中自己编译出的俄国著名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贾先生这方面的工作成绩，
过去广为人知的只是《契诃夫手记》，现在《贾植芳文集》把这些绝版多年的译作重印出来，所具有
的应该不单是文献价值，这样的书和人，可以为今天的读者带来的应是多方面的启迪。年轻的贾植芳
这样地投入工作，首先说明了他的工作热情，其次说明他对自己工作的环境的认同程度之高，也说明
着他在50年代初对于&quot;新中国&quot;即将为这个国家带来的新面貌的一种体认。他作为一个左翼
青年，差不多半辈子的追求一朝实现，&quot;新中国&quot;成立了，他没有理由不把自己当成国家和
社会的当然的主人，努力投入工作。但突然有一天，他要从这个环境中被拿出去，正当他以饱满的热
情对待自己的工作，投入到新生活当中去时，突然被这个生活驱逐了，我想这种遭遇在一个人心理上
所产生的震荡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今天我们披览收在《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里的文革后期《写给
任敏》的那些书信，应该不难体会，贾先生和师母在十几年互相不知生死的情形下，一个&quot;活着
就是胜利&quot;的念头是如何命悬一线地承载了人生的全部重量。回顾过去，贾先生经常说到一句话
，那是他80年代初获得平反时的最强烈的感受，那感受他概括为：重新由鬼变成人。这样简单几个字
的一句话中，实际包含了一个人几十年的经验。这种经验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把他由一个正常的
公民、由一个&quot;人&quot;变成&quot;鬼&quot;开始的。然后，经过几十年，再重新由&quot;
鬼&quot;变成&quot;人&quot;。记得贾先生真正的难友绿原先生对此有过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做&quot;
起死人而肉白骨&quot;，可谓字字惊心。在这样的惊悸体验之下重新投入社会生活，又是怎样的情形
？寿庆会上，苏兴良老师以同事的身份回顾了贾先生正式平反前应邀赴京参加现代文学资料整理的一
个座谈会时的情形。在苏老师泪光荧荧的讲述中，贾先生重新投入正常生活时所体现出来的心底里的
欢欣，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欢欣啊。一个过去几十年都被这个社会彻底排除
在外，对社会来说完全无用的人，完全无意义的存在，突然又被社会所需要了，他再次感受到生活的
对他的召唤，重新体会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能不欢欣吗？平反后的贾先生从他当时作为复旦中文系资
料员的工作岗位起步，由现当代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开始他人生和学术生命的第二春，在担负多种学术
和行政职务的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单从数量上看远比他遭难前多得多的工作成绩（尤其是见于《文集》
理论卷的部分），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啊。有机会在贾先生的寿庆会上听到先生的难友和同事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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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文集（共四册）》

他们心目中的先生，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如果你今天去跟贾先生交
往，到他家去拜访聊天，他可能会对你说：我老了，再也做不动学问了，做学问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你听了可能会笑一笑。但是要知道，在这样一句朴素的表述当中，实际上不仅寄托了贾先生对后人
的期望，同时也包含了他自己几十年的遗憾，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黄金年华白白浪费的人生
遗憾，他希望这样的遗憾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这样一些事情，为我们勾画出来的贾先生的形象究竟
是什么样子的呢？从《贾植芳文集》小说卷里可以看到，贾先生早年的小说题目里经常出现&quot;
人&quot;字，《人生赋》、《人的悲哀》、《人的证据》、《人的斗争》，可见&quot;人&quot;这个概
念在他的人生体验中的分量。他反反复复提到&quot;人&quot;这个关键词，反反复复告诫我们要
把&quot;人&quot;字写端正，这当中，实际上包含着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实践的对人、对人生
意义、对人生价值的体认。这样一种严肃地对待人、对待人生的意识，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
精神传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着重强调的一条就是：&quot;将
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
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quot; 根据茅盾的说法，这个宣言是文研会十二位发起人公推周作人起
草的，经鲁迅看过。茅盾当时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他能抓住商务印书馆老板
为捕捉白话文带来的新商机，放手将《小说月报》交给他去改版这样一个机遇，在现代文学史上竖
起&quot;文学为人生&quot;的大旗，所凭借的正是直接求教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些新文
化运动巨人，从他们汲取经验和精神。所以，今天贾先生以十分生活化的语言教给我们的为人和对待
生活的态度，其实也正是从五四那一辈人那里传承下来的。所以，在那个会上我说，面对贾先生，我
们不是面对一个衰朽的、好像已经远离我们今天生活的老人，而是面对着一部活着的中国现代的历史
和文学史。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儿在贾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去谈论他和他所亲历的这么一部文学史及
文学现象，这是我们的幸运。现在放眼全国，像贾先生这样的人物，作为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可以来
给我们讲课，可以让我们去请教他，这样的人物还有几个呢？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
。2004-12-5
2、最近刚在看贾先生《把人写端正》，很震憾。先生久经磨难，还能在高龄写作时保持旺盛的精力
、清晰的思辨、老到的文字，真是幸事，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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