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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祈 史 学 著译 论 略

侯 德 础

近年来,在 中国新文化史上留下过深

深痕迹的王光祈,作为五四运动时期有相

当影响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和留德之后最

早在欧洲荣获博士学位的中国音乐学家之

一,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 先驱 者和 肇基

人,在被漠视、冷落了多 年 之 后,正越

来越受到国内史学界和音乐界的关注。他

的生平事迹、政治思想、社会活动和音乐

生涯,正被重新讨论评价。但是王光祈的

史学著译活动,似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早在三十年代,他的朋辈在追怀他的悼亡

文章中,已肯定他
“也是一个史学家

”
,

“是有新史家的精神的,”
 “尤有西洋现

代史家的科学精神
”。⊙近年台湾音乐界

在呼吁恢复
“王光祈音乐奖金”

著文中,

也称
“
他是=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因为译

介了一批具有史学价值的丛书
”。0然而

除却此种片语只言的结论,王光祈的史学

活动及其史学著译的价 值,历 来 乏人研

讨 ,语焉不详。象国内新出版的《民国人物

传 》第三卷 《王光祈传》,对其史学著译

和史家地位竟毫无表述。有鉴于此,本文

拟就王光祈的史学著译作初步的探讨,以

管窥王光祈的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和译著

的史学价值,为王光祈研究作一点拾遗补

漏的工作。

(-)

王光祈的史学著作和译作,集大成者

是近代国乐史的杰作 《中国音乐史 》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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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以及所译《中国近世外交史

料 》七种,即 《瓦德西拳乱笔记 》(1928

年 )、 《李鸿章游俄纪事》(]928年 )、

《美国与满洲问题 》(1928年 )、 《三国

干涉还辽秘闻》(1929年 )、 《辛亥革命

与列强态度 》 (1929年 )、 《西藏外交文

件 》(1930年 )、 《库伦条约 之始 末 》

(1930年 )。 此外,他用德文发表的《论

中国古曲歌剧》、《论中国诗学 》、《千百

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中国耕地

数千年间的统计》等论著 9。 用中文写作的

《西洋音乐史纲要》、《各国国歌评述 》、

《欧洲音乐进化论 》等书,他译的《国防

丛书 》中的《德英法战时税收 》、《德国

工役制度 》,以及他 《旅德存稿 》中的一

些篇章,也多少与史相关,有一定的史学

价值。从二十年代中后到三十年代初期 ,

短短几年功夫,他涉及史学的著译远在百

万言以上。即使当今史家,有如此建树亦

在佼佼者之列,何况他的史学著译至今影

响不衰,所以王光祈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

的地位,应是不容忽视的。

王光祈作为五四运动时期杰出的社会

活动家和赴欧后以音乐为专业,最早在世

界上获得承认和荣誉的中国音乐学家,之

所以能在祖国史苑卓有贡献,除了他坚持

爱国主义思想,亟欲以史为鉴,唤起国人

共御帝国主义侵略,也 自有其兼治史学的

渊源和条件。

他的祖父王再咸 (泽 山 ),是咸丰壬



子科举人 ,能诗善文 9寓京教馆时做过后来

相继督川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的受业师

傅。不过王光祈作为遗腹子降生时,门 祚

已衰,他在家乡温江当过牧童, “自幼是

他母亲亲自教读,到九岁,才进本地的师

塾
”。④十二岁时,他受到新任川督、后

来领衔编纂 《清史稿》的赵尔巽的资助 ,

到成都上学。赵尔巽还特地在学业上表示

关切 ,“命他每周作文一篇交去,亲 自给他

改削。”③1908年,王光祈考入有名成都

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该校校长刘士志

(行道 )先生, “是一位汉学家,同时又

是提倡新学最力的
”,他 “

律己甚严,淡

泊明志,生不治家产,专 以提倡学术,奖

掖后进为能事。”刘先生在校执教历史 ,

对于少年时代的王 光祈 来说, 不仅是他
“簿于自奉而勇于治学

”
的人师,也是他

喜好史学,奠定国学根基的业师。⑥王光

祈丙班同窗中, 也很有些才识 出众 的人

物,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就

有李韵人、郭沫若、蒙文通等人。在辛亥

革命前后历史大变革的时代,王光祈如饥

似渴地吸收新文化、新思想,无论苦读和

学业都在班上居于榜首。他愤世嫉俗,立

志反抗封建统治,正直做人,以国家民族

的复兴为己任。他积极参加过四川的保路

运动,武昌首义消息传来,他和同学们不

待四川宣布独立,就迫不及待地剪掉了象

征腐朽和屈辱的发辫。然而1911年 12月 8

日发生的成都兵变,却使他沦于赤贫的境

地。他回到故乡温江,在清贫和苦闷中致

力于中国古诗和经史研究。追溯他青少年

时代这一段坎坷的经历,确实可以为他毕

生为了爱国理想和学术钻研而 “奋斗、实

践、坚忍、俭朴
”

的顽强进取精神找到脚

注。也不难发现,王光祈作为诗人之孙、

史家弟子和未来史家的同窗契交,从少年

时代即深受文史的熏陶,这对他以后在史

学方面有所建树,的确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和素养条件。

五四以前,王光祈也有过一段史学工

作经历。1914年春天, 他由 泸县乘 舟东

下,经夔门出川,辗转赴京求学。到北京

后,由 时任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介绍,入

清史馆担任书记员工作。同年秋,他考入

中国大学攻读法律, 课余仍 在清史 馆兼

职,以所得报酬为学费及生活之黉。他在

法律各科中, “
独喜国际公法,中西外交

史,曾搜集外交部与各国所定条约档卷 ,

详为披览,颇具心德。”⊙他平常省吃俭

用, “
每日只吃棒子 面一 大碗, 聊取果

腹。而治事作文终日不倦。”⑧为了广罗

资料从事钻研,他却不惜倾囊以尽。据周

太玄回忆,有一 次他得着二十 余元 的收

入,依理应寄给家乡的妻子, “但经过一

夜的傍徨、寻思,最后他竟然买了一部商

务出版的外交月报的全份
”。 ③可 以 认

为,王光祈供职清史馆和他对于中西外交

史的悉心研究。使他对清末封建统治的反

动腐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凶狡 ,

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和危 机有了 切肤 之

感'这种认识对于他投身五四革命洪流,

热心社会改造,对于他日后在民族危亡问

题再趋尖锐的前夜,用心良苦地翻译若干

种列强侵略华史料以惊醒国人,供同胞作

反侵略斗争的参 考, 应该说是不无 影响

的。

(二 )

心系祖国的安危,力图以 “先民文化

遗产
”, “引起民族自觉之心”, “

陶铸

民族独立思想”,Θ 是王光祈治史活动的

基本出发点。尽管留学德国后,他以音乐

为专业,但他在1931年 成书的《中国音乐

史 》自序中明确写道:他相信音 乐 作 品
“
须建筑于

‘
民族性

’之上”
,“而最能促

进 ‘
国乐’

产生者丿殆莫过于整理中国乐

史。”
为了 “

创造伟大
‘
国乐’,侪于国



际音乐界而无愧
”,他 “

个人终身学业。

则只能以整理史料一事自励。”④他也是

带着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激愤为国乐修

史的,囚为
“西洋

‘
汊学家

’
对于吾国近

时学人。类多轻视,谓其缺乏普通常识,

不解治学方法;现在中国人已无自行整理

国故之能力 ,须西洋学者出而代为整理。”

他不仅自己勉力为之,也切望国内学术界

同志奋发图 强, “能一 洗此 种奇 耻 大

辱”0
王光祈在致史学 家邵循 正先 生的信

中,亦 曾谈到自己翻译外交史料的初衷 :

“
仆之专业,系在研究音乐历史,惟以国

民危殆之故,间亦拨冗 翻译 外交 史料七

种,以供国人参考
”。⑦在他翻译 《瓦德

西拳乱笔记 》等书的1928到 1930年 间,他

所言
“
国民危殆

”也并非虚言。1927年 ,

国内蒋介石、汪精卫先 后发 动反 革命政

变,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人民的

血泊中建立起太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

治,又把中国投入了空前惨烈的内战和分

裂。同年仲夏, 日本田中内阁趁人之危召

开
“东方会议”,制定所谓 《帝国对满蒙

之积极枉本政策 》上奏天皇,扬言
“惟欲

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 蒙, 如欲征 服世

界,必先征服支那。”⑦1928年夏天, 日

本国内和海外已有关于《田中奏折 》的传

闻。身在莱茵河畔的王光祈,心忧祖国内

难未已,外患日亟,岂能坐视从容?所以

在
“
未受任何国家、私人、家庭之资助 ,

全恃卖文为活”, “
健康十 分受 损

”
,

“
终日头痛”的情况下,0努力从事多种

外交史料的翻译, “
以左手抚头,右手作

字,至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⑩ “而

不愿自已陷于血冷之境地也。”⑧这个时

期他译的七种外交史料当中,直接与满蒙

问题有关者就有 《三国干涉还辽秘闻》、

《李鸿章游俄纪事 》、 《美 国与满 洲问

题 》、《库伦条约之始末 》等四种。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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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均采自列强侵华档案和秘密文件,以
及帝国主义分子 “当时直接参与该役者之

著述
”
,集 中反映了帝囝主义列强对中国领

土和权益巧取豪夺的鬼蜮伎俩。他们或结

伙打劫,或独占鲸吞,或贿买象李鸿章、

张荫桓之类高官出卖主权,或煽动民族分

裂,分割中华国土。王光祈认为'这些事

件
“
固为吾国历史上永不可磨之污点”

p

“更为吾国留下许多纠 葛, 均待加 以解

决,故此种外交史料9实为国人所应当特

别注意者。”⑦他特别忧虑满洲闸题
“不

但未曾解决而已9并且成为今日第二巴尔

干半岛。稍一不慎,又将成为各种民族鲜

血涂抹之地。〃他预料
“
沸溯今后势将成

为群雄逐鹿之地”, “美国与满洲问题并

非过去陈迹,乃系未来大事,尚望国人及

早加以注意。”⑦他用历史来警觉现实j

用屈辱来激励发愤,用侵略者凶狡的自供

来惊起国人自卫防范。可见王光祈治史 9不

是仅为学术而治,亦非为注仁求利而治,

而是以中华之振兴为出发点,为 国家民族

的兴亡而治。这样nⅡ 动拔,肀l史德难逍不皮

该予以首肯?

王光祈的史学观点,用批的话来说,

是一种 “进化
”

的观点,他认为 “吾国历

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

实上 ,亦只有
‘
史匠’

9而少 ‘
史 学 家

’

(如 司马迁之流,乃系风毛跻角 )” 。因

为中国
“只有

‘
挂帐式

’ 广勺'突 书,丙无
‘
谈进化

’
的著述

”, 就迮 近于言
“
进

化”
的《纪事本末 》一类书Ⅱ,“亦只限

于该
‘
事

’之本末`而于当叶社会环境情 ·

形,却多不作深刻探讨。
”

他认为
“
此与

近代西洋治《历史学 、古太异,譬如吾辈

治西洋乐史`凡研究某人作品9必须先研

究当时政治、宗教、风俗情形,哲学美术

思潮 ,社会经济组织等等
”。o王光祈这段

话, 自有其偏颇的一面。例如屮囝绝不仅

有
“
挂帐式

”
的以《资治通j鎏 》为代表的



编年体史书,更多的还是以《史记 》为代

表的以人物为中心的传纪体史书,封建王

朝的正史 《廿四史 》就皆属这种体例,其

编著者堪称 “
史学家

”
的当然也不止 “凤

毛麟角”。至于 《纪事本末 》一类书籍,

其实也只是历史编纂的一种新体哉,它 以

纪事为主 ,“文省于纪传9事豁于编年
”

,⊙

编纂方法有所改进, 而治史的 观 点、对

象、内容则并未改变,这和 王光 祈所 言
“
进化”应是有所差别的。 王光 祈所 谓

“
进化

”,以他在 《西洋音乐史 》等书用

语涵义考之,是 “
发展”

或
“
发展过程

”

的意思。所以他实际上是主张治史要综观

事物的发展,研究某一事物,更要对该事

物发生的社会环境进行全面深刻呻考察,

从社会玫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去探索其

原因。他还强调 “
吾人研究历史,最宜注

意其转弯变化之迹。”0这些主张都具有

一定的辩证因萦`无疑是正确的。

他还不满 1日 时史家以官廷或
“
英雄人

物
”为侧重的 “

通弊
”。抨击 《清史稿 。

乐志》八卷,便以五卷
“专 载似 通非 通

之
‘
台阁体

’
乐章文辞,而于有清一代盛

行之昆曲京戏,则 闭口不提。”
认为 “此

种乐志,只能代表有清一 代宫 中庙中 之

乐,不足以代表最近三百年来之中华民族

音乐也。
”①他在比较音乐史研究中的 “

英

雄主义”
与

“
时势主义”观点时淡到,前

者 “最喜于每代之中,抬出月J个
‘伟大作

家
’以作代表,而其余

‘
无名英雄’,则

只附笔及之,或者竞自略而不述,而且对

于当时环境背景,多不甚注意,仿佛
‘伟

大作家
’皆系一些天生圣人,所有一切应

严灿烂世界,皆 由此二三天才凭空创造出

来的。”而后者 “对于 ‘伟大作家
9虽

亦

与相当重要地位,但同时对于环境背景 ,

以及无名英雄,却极加以注意,不让伟大

作家’独出风头。”
他认为 “时势主义

”

更 “
科学式一点

”。●这表明工光祈在历

史曲谁创造这个根本问题上,是倾向于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

重要见解,也是王光祈长期坚持的民主主

义思想在史学观点上的集中反映。

王光祈的历史观具有唯物和辩证的因

素, 但他并 不是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

五四时代9他在思想上兼收并蓄 9杂揉了民

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

想,而其主流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囝

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旅德之后9他又曾宣布

自己
“
是孔子的信徒

”。o表示欲以孔子提

倡的
“礼乐

”
来 “处世治心”,以致于走

到 “
音乐救国

”
的极端。这些主张当然是

违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但是否这就足

以证明 “他已经走向胡适提出的
‘
整理国

故 ,再遘文明’
的改良主义道路

”呢?Θ 笔

者对这个结论也不敢简单苟同。诚然,王光

祈是在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国乐史,而他

整理乐史的目的,是要效法意大利民族独

立运动中创制著名《加利波的曲》的爱国诗

人麦堪梯尼,创造
“伟大国乐”来 “引起

民族自觉之心”
,“ 陶铸民族独立思想

”
。⑦

这固然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一面,但和胡

适 “整理国故”
欲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国事

引向书斋,钻故纸堆考据训诂,研究和尚

佛经,消磨斗争意志,似不应简单类比。

他希望社会改良。他的
“少年中国”乌托

邦理想中也确有不少改良主义的因素,但
是否一淡改良就必然要和打上反动印记的

胡适的改良主义挂钩搭线?更值得一提的

是,即使在王光祈热衷所谓
“
音乐救国”

之时,他并未稍懈用来教育和启发国人反

帝斗争的《近世中国外交史料 》的翻译。

这岂是甘当洋奴,从不敢触及洋大人侵华

丑史的胡适可比拟: 9· 18事变时,王光

祈
“
卧病异邦,闻此噩耗,百感交集,殆

难言喻
”。①接着便赶译 《国防丛书》六

种,为 民族的抗战竭尽绵薄之力。这些都

说明,不管王光祈使用的某些方法何等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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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可笑,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毕 竟是 “救

国
”。作为一个远离故土,而又把绝大部

分精力用于治学的专家学者,他不理解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阶级搏战,但是也

拒绝同曾是老乡、同窗、会友的曾琦、李

璜等国家主义分子在政治 上同 流合 污。

1935年 姓月,蒋介石曾电国民党政府驻柏

林使馆向他转致
“如 愿 回 国, 当 图 借

重”。0他并未应邀相就,这也是事实。

这更难与卖身投蒋的胡适之流同日而语。

总之,王光祈是一个不宜简单加以评价的

人物。'他 “内蕴甚强
”,内心世界是复杂

的、矛盾的,唯物史观和唯 心 史观 相冲

突,辩证因素和形而上学相混杂,而在此

种矛盾痛苦的状态始终支 持他
“孤苦 奋

斗
”的精神力量,却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

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正是王光祈值得肯定

之处。

(三 )

王光祈从事史学著译的方法,也很有

值得总结借鉴的地方,可惜这方面他言及

尤少,我们只能从他著译 的史作 聊作 探

究,管 中窥豹。

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9是他十分注意
“
洋为中用”。如利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

理国乐历史,利用国外出版的外交史料来

丰富近代国史的素材。他固然把西洋
“
汊学

家
”

对中国学者的轻蔑视为
“
奇耻大辱

”
,

但却并不因此放弃吸取西方科学研究的长

处。例如他编著 《中国音乐史 》一书,是
“
欲将整理中国音乐史料之方法,提 出讨

论,譬如我们计算律管,应用何种物理公

式,采用音乐史料9应用何种鉴别方法之

类⋯¨”
这正是取西方科学方法之所长。

他认为
“西洋学者关于中国音乐历史之撰

述数十种⋯⋯亦多有精到可采,或错误宜

、正之处。”⑩这也是实事 求 是的 科学态

度。他还努力从事中西文化的交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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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洋音乐史有关者,他在国内出版的著

作就有 《西洋音乐史纲要 》、《各国国歌

评述 》、《欧洲音乐进化论 》等多种。他

也不断将中国古典音乐介绍给西方,如他

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是 《论中国古典歌

剧 》,还在德国刊物上发表过 《论中国诗

学 》、《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

等论著,并为1929年 的 《大英百科全书》

和 《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国乐的

条目。他病逝异域后,他供职的德国波恩

大学东方学院的院长、教授卡勒博士曾在

悼词中强调: “
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

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

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国乐史)材料;在

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③

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希德玛博士

也说: “
他把握住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

面研究音乐的科学方法与途径,由此设法

与他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

居然给他做到了!” ②

其次,他特别注重第一手史料。象他

翻译的七种外交史料, “
其材系以当时直

接参与该役者之著述为限。” 《李鸿章游

俄纪事 》一书,系摘译自曾任帝俄政府总

理的维特 (witte)伯 爵的私家笔记。“当

李鸿章赴俄订约之时, 维氏 正任财 政大

臣;俄皇以其熟东方情形之故,特令彼与

李氏谈判,遂订中俄密约。”⑩维特在笔

记中供认了重金贿买李鸿章、张荫桓,取得

在满洲的筑路权,强租旅顺大连的种种史

实,并不得不承认: “此种强力合并关东

之举⋯¨乃是一种万分卑鄙之行为
”。④

《三国干涉还辽秘闻》,摘译自柏林大学

汉文教授佛郎克 (o nan虬 )所著 《1894

年到1914年 列强在东亚》一 书。 佛 郎克
“
曾任德国驻华译官多年。当三国干涉还

辽之际,彼正在中国,是 以对于各国当时

纵横捭阖情形,所知甚详。”④ 《西藏外

交文件 》一书`收录了自唐代到民国有关



西藏问题的重要文件十三篇,乃译自英人

贝尔爵士 (⒏r char1es Be11)所 著 《西

藏今昔》一书。贝氏曾任英国 驻 哲 孟雄

(锡金)政治委员十年,19o3年 曾随英军侵

藏,后任英军所占藏区行政长官,191还年

中英藏在印度召开西姆拉 (⒏mla)会议 ,

他又是英方全权代表的西藏 事务 顾问 ,

192o年还应达赖喇嘛邀 请 在拉 萨留居一

年。此人 “
居于印藏边界者,前后总计十

有九年之久 9实为英国之
‘
西藏通

’”。④

王光祈认为
“现在藏中一切纠葛,均与此

君具有若干关系。”⑧因此,他从贝尔书

中摘译出英方所存种种有关西藏问题的条

约文件,并参阅《旧唐书》、《新唐书》、

乾隆五十七年马少云、盛梅溪合著 《卫藏

图识 》、光绪十二年黄沛翘著 《西藏 图

考 》,以及近人王桐龄所著 《东洋史 》、

陈崇祖所著 《外蒙古近世史 》、佛郎克所

著 《1894年到1914年列强在东亚》和贝尔

《西藏今昔》等书,对各种条约产生的原

委和背景加以考察,撰成 《译者导言》七

章。可以说 《西藏外交文件 》一书,确实

是集诸家之长,而又简明扼要地纵观西藏

问题的极好材料和指南。《库伦条约之始

末 》,系摘译自前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
(Κorostovetz)所著 《从成吉斯汗到苏维

埃共和国》一书的若干章节。廓索维慈是

俄蒙库伦谈判时的俄方专使, “系手订库

伦条约之人,故对于此事经 过, 言之 甚

详”。⑩至于《拳乱笔记 》的作者,镇压义

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更是恶

名昭著。他对八国联军在中国杀入放火、

奸淫虏掠罪行的描述,无疑是强盗和刽子

手累累罪孽的亲笔自供状。其余两书,即
《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美国与满洲

问题 》,皆选译自德 国政 府秘 密外 交文

件,后者
“
并尝有德皇威廉第二御笔秣批

在上。”③从以上繁琐的叙述不难看出,

王光祈所译七种外交史料,确系极有参考

价值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又多系国外

新近出版者,王光祈立即迅速将它们译介

回国,他选择史料的见地和敏感确实值得

称道。

其三p是他在著译中讲究史料的筛选

剪裁和采用史料的严谨。他翻译的七种外

交史料,除 《瓦德西拳乱笔记 》系全书照

译,其余皆选译外国人著作中最关中外纷

争的部分。如 《美国与满洲问题 》,系译

自1926年 出版的 《德国战前外交文件汇编

1871-191压 》之第32册 中的第250、 251

两章,集 中了19o9— 191o年 间美 国 鼓 吹
“
满洲铁路中立化

”
和日俄签订

“
满洲条

约”之际, “
德国外交部与德国驻各国使

节的往还电函45件,均系直接反映德国与

各列强对这些事件
、
态度者。又如 《辛亥革

命与列强态度 》, 也是从1926年 出 版的

《1871年到1914年的欧洲内阁大政 》所刊
“
数十巨册

”
德国外交部重要文件中9辑译

出反映各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之文电62

件。在浩瀚的西洋史籍中进行寻章摘句的

发掘筛选9从 中剔取与近代中国关系至切

的史料译而成书`还要使读者 “
不仅对于

已往史迹,完全潦然,即对于现在局势 ,

亦将由此有所领悟也。”④这不但需要付

出极其艰巨的劳动,而且要有明鉴史料价

值的慧眼,事实证明王光祈在这两方面都

是相当出色的。另外他使用史料也极严谨

审慎。编著 《中国音乐史 》时, “
郑觐文

君之
‘
中国音乐史’,材料亦甚宏富,可

惜多未注明出处 ,是 以不敢尽量采用。”④

翻译外交史料时,尽管他的译笔在
“
信、

达、雅”
方面皆属上乘,然而每遇重要段

落,例如当事人关键的原 话, 重要 的文

件、条约,无不将外文原文附列于后,以
与译文相校。对译作中偶出的小疵,他诚

于聆教,律己甚严。如翻译 《西藏外交文

件 》一书时,他 由英文原著转译乾隆御制

《十全武功记 》出现了一些误译,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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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循正先生撰文批评,他即坦率承认 “
其

为译学界空前之大笑话。”
表示若该书再

版,定 “
将 《十全武功记 》原文刊入,并

志先生 指 导 之厚意。但拙译之文,仍将

令其继续保存,毫不删改。一则用以纪念

鄙人孤陋寡闻之过;二则用以证明一国文

宇,若经再三转译之后,将与原文面目相

差至何等地步。”⑦这种实事求是,闻过

即改的严谨作风,已不仅仅是治史方法的

问题,它也充分体现了 王光祈高 尚的 史

德。

应该承认,王光祈涉及史学的著译不

仅数量可观,同时也具有较高 的 史学 价

值。象他的两卷 《中国音乐史 》,首开了运

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乐史的先河,在我

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该书自三十年代出版以来,解放前以两种

版本各出三版,解放后由音乐出版社重版

一次 ,版本之多,恰恰说明它有极高的使用

价值。他的《东西乐制之研究 》,1958年

曾由音乐出版社重版9而 《论中国古典歌

剧 》,1982年 才由德文转译过来 ,载于文化

艺术出版社编辑的《音乐学丛刊 》上。但

他在中西音乐史方面的多数 著 作, 犹未

重版或被介绍,这直接影响到对这些著作

价值的认识和评价。

他所译介的《中国近世外交史料 》各

书,由于是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原始记录

和 自供状,史料价值极高,出版后到一直

颇受国内史家看重。曾对他质难的邵循正

先生当时就承认,他 “
时就欧陆新出外交

之材料,钩玄提要,以利国内学子探讨,

则国人受惠实多。” “国内读先 生 书 者

众
”。又称 “

先生著作甚富, 脍炙 人 口

⋯⋯先生学行之笃。远非时辈所及 ,仆聆之

神往”。④这是发自内心的中肯评价。建

国以来,史学界不大提及王光祈的名字,

然而对他翻译的外交史料各书,实则仍大

量引用。据笔者近期在仓促中作的粗浅调

lO6

查,这些史料利用率之高,仍居国内同类

材料前茅。他译的七种史料中,计有 《瓦

德西拳乱笔记 》被大部辑入中国史学会主

编的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的《义和

团》第三册;还有 《辛亥 革命 与列 强态

度 》,被全书载入同一丛刊的 《辛 亥 革

命 》第八册。它们和其余各书,均被现代

国内史家广为引证。例如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近代中国史稿 》,引 《瓦德西拳乱

笔记 》7处, 《库伦条约之始末 》3处 ;

由山东大学、北师大等校历史系编写,中

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 》,引
《瓦德西拳乱笔记 》6处 , 《库伦条约之

始末》5处 ,该书1983年第三次修订本 9犹引

《瓦德西拳乱笔记 》5处,吉林师大历史

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竞引《李

鸿竟游 俄纪 事 》 9处 , 《瓦德西拳乱笔

记 》1处 ,《库伦条约之始末》17处;1982

年 出 版 的胡绳同志所著 《从鸦片战争到

五四运动 》也引《瓦德西拳乱笔记》厶处。

此外, 一些 在 史学界较有影响的著作 ,

如刘大年著 《美国侵华史 》,章开源、林

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 》三卷本下册 ,

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 》,以及

廖一中、李德征等人编著的《义和团运动

史 》,李宗一著 《袁世凯传》,北大历史

系所编两卷本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 》,

也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王光祈所译史料。

至于在有关列强侵华活动、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及中印边界问题等方面的学术论

文中援引上述史料者,更不胜枚举。这表

明王光祈的史学著译,迄今仍有较强的生

命力,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只 能得出 这样 的结

论 :王光祈之著译的史学价值是高的,他对

中国近代史和音乐史研究的贡献是大的,

他 卓 越 的爱国史学家的地位也是不应该

忽视的。这方面事实俱在,只是研究评价

还 相 当 不足。笔者希望这种情况不久将



能 得 到 改变,希望王光祈的史学著译将

重新再版或被广泛介绍。终身坚持爱国民

主主义的王光祈,无论作为著名的社会活

动家、杰出的音乐学家和卓有贡献的历史

学家,都应该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居应有的

一席,他确实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附注 :

①⑥⑧用谦冲:《 王光祈与现代中国文艺复

兴运动 》载成都 《追悼工光祈先生专刊 》1936年

4月 19冂 出版。

②李安和:《 近代中国音乐学先驱者— 工̄

光祈 》载台湾《全音音乐文摘月刊》1977年 10期 。

③ 《论中国古典歌剧 》,1934年 日内瓦中国

国际图书馆出版; 《论中国诗学 》,载 1930年 法

兰克福 (中国学院 )科学导报 ;《 千百年间中国

与西方的音乐关系 》,载 1935年 (波恩大学 )卡

莱教授纪念专刊 》。

④⑤李劫人 《诗人之孙 》载成都 《追悼王光

祈先生专刊 》。

⑦倪平欧《光祈北平生活之一段》载成都 《追

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

⑧孟寿椿 《五四时代置光 祈先 生的奋斗 生

活 》载成都 《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

⑨周太玄 《置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 学会 》
,

载成都 《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

⑩④②⑩⑧④王光祈 《中囤音乐史 》 自序 ,

中华书局 1934年 版。

⑧⑤⑦⑦@工光祈 《与邵循正书 》,载 《旅

德存稿 》中华书局版第四册681—— 682页 。

④ 《田中义一上 日皇 奏章 》,载 《时事月

报 》一卷二期 ,1929年 12月 出版。

⑩⑧魏嗣銮 《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 平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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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跃学术空气,交流美学研究 中的新信

息、新情况,探讨新问题,四川省美学学会决定

经常举行小掣的美学专题洌Ⅱ仑会。第一次讨论

会,于今年一川六日在四川大 学举行,与会者

三十余人,对
“
关n勹 本质

”
问赳r进行了探讨,并

确定,今年四月在四川师范学院举行第二次讨论

成都 《纪念王光祈先生专刊》。

⑩⑩王光祈《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译者序

言,中华书局1929年 版。

⑩⑩置光祈《美国与满洲问题》译 者序言 ,

中华书局1928年 版。

⑧ (清 )章学诚 《文史通义 ·书教下 》。

②王光祈 《德国特约通讯》,载 《申报 》

1923年 10月 15日 。

②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中华书局1937

年版 l-2页 。

⑧王光祈博士论文 《论 中国古 典歌剧 》附

录 《我的简历 》,载 《音乐学丛刊》文化艺术出

版社1982年 第 2期 。

⑧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第一册《伟大的开端》,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3年 版第244页 。

②王光祈《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 》,载 《旅

德存稿》第二册第⒛8页 。

⑩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卷 2—¨3页 。

③@《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上海文海出版

社1936年 12月 版。

◎王光祈《李鸿章游俄纪事 》译者序言,中

华书局1928年 版。

④同⑩,第 97页 。

⑩王光祈《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译者 序言 ,

中华书局1929年 版。

⑩王光祈《西藏外交文件 》译者序言,中华

书局1930年 版。

③王光祈《库伦条约之始末》译者序言,中

华书局1930年版。  母

④ 《邵循正答函》,载 《旅德存稿 》第四册

682-— 6̄83页 。

会,着重探索怎样以新的方法及途径去研究
“
审

美关系
”

、 “
审美属性

”
的内涵。到会的学会常

务理事同时决定,今年秋将与省文艺理论研究会

联合在川东召开年会,重点探讨文艺学、美学研

究的方法论问题。

(何芯华 )

四川省美学学会将经常举行小型讨论会

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