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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垣 早 年 著 作 初 探

一 纪念 陈垣先生 1 1 0周年诞 辰

陈智 超
令

摘 要 本 文主 要 介 绍现 在 收集 到 的陈 垣 先 生从 19 0 7年 至 1913 年在 广 东 《 时事 画

报 》
、

《医 学卫 生 报 》
、

《光华 医 事 卫 生 杂 志 》
、

《震 旦 日 报 》等 报刊 上 发 表 的

16 5篇 文 章
。

在 这 些 文章 中
,

他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的侵 略
,

反 对 清政 府 的 民族 压 迫

政 策
,

反 对 封建 专 制
,

反 对 愚 昧迷信
,

反 对 故步 自封
。

他 的早 期 著作 强 调 “ 历 史 观

念 ” ,

多取 材于 元 史
,

运 用 医 学方法
,

处 处 从读者 出 发
。

他最 终 以 历 史学作 为 自 己

的 专业
,

他 的 研 究 内容 和 方法
,

以及 他 的 文 风
,

都是 他青少 年 时代 的 活 动和 早 年 著

作 的合 乎逻 辑 的发展
。

陈 垣先 生的 一 生
,

以 1913年 为 界线
,

可 分 为两 大 阶段
。

他在 广东 度过 了 青少 年 时 代
。

19 13年 他 当选为 众议 员
,

从广 州 到 当时政 治
、

文 化 中心 的 北京 就 任
,

从 此 在北京 定居
。

作 为

一 位杰 出 的 历史 学家 和 教育 家
,

他 的 成就 主 要 是 到北 京 以 后取 得的
。

但他 青 少年 时代 在广 东

的 活 动
,

是 他一 生 成就 的基 础
。

海 内外 学术 界对 他后 半生 的 著 作
、

思 想
,

巳 有不 少评 介
,

而

对他 的 青 少 年 时代
,

则 几乎 没有 什 么 研 究
。

本 文 拟对 他青 少年 时 代的 活 动
,

特 别是 他 的早 年

著作
,

以 及这 些著 作和 他后 半生 成 就的关 系
,

作 一 初步 研究
。

18 8。年 ( 清 光 绪六 年 )陈垣 先 生 出生在 新 会县 棠 下镇石 头 乡富 冈 里一 个 商 人 家 庭
。

祖 父

海 学 19 世 纪 50 年 代在广 州 开 设 陈 信 义药 行
,

父 亲维 启 继 承父 业
。

1885年
,

六 岁 (虚 岁
,

下 同 ) 的 陈垣 随 父 亲到 广 州
,

并开始 在 私塾受 业
。

学 习 内容
,

是传

统 的 四 书五 经
。

陈 垣非 常好 学
,

不 以 老师 所 讲授 的 为满 足
。

十 三 岁时读 到 《书 目答 问 》
,

就

会按照 书 中介 绍的 书 目
,

挑 选 自己爱 好 的 书来 读
。

父 亲 虽是商 人
,

但对 儿 子购 书读 书 总是 给

予 支持
,

毫不 吝 音
。

189 7年
,

十八 岁的陈 垣 已 经 饱 读 诗 书
,

只 身到 北 京 参加顺 天 乡试
。

他 原 以 为 必 中 无 疑
,

结 果 因作 文不 合八 股 程 式 而 名落 孙 山
。

这 件事 对 他 刺 激很 深
。

回 广 东后 觉得 辜 负了 父 亲 的 培

养
,

从此不 要 家庭 供给
,

教 蒙馆 维持 生 活
。

同时 熟读 科举 范文
,

反 复 揣摩
,

两 次 县 试 都得 了

头 名
。

但 是
,

19 世 纪 末
、

20 世 纪 初 的 一 系 列 重 大事 件
,

如 戊 戌 变法
、

八 国 联 军 侵 略 和 义 和 团 起

.

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 研究所 副研 究员
。

本 文1990年 6 月 7 目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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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辛丑 条约
,

同 盟 会的 兴 起 等等
,

深深影 响 了 他
,

也 改变 了 他 的 生 活 道路
。

他 积 极投 身于

当 时 反 帝反 封建 的 革 命斗 争 中
。

1 905年
,

他 在 广 州 同 画 家 高剑 父
、

潘 达 微 等 筹 办 《时 事 画 报 》
,

负责 报 中 文 字 工 作
。

19 08年
,

他 参加 了 第一所 由 中国 民 间 自办的 西 医 学校 一
`

广 州 光 华医 学专 门 学 校 的 创 建 工 作
,

并 成 为 该 校 第 一 届 毕业 生
,

毕业 后又 留校 任 教
。

在 这期 间
,

他在 梁慎 余 (培 达幼 主 办 的 《医

学 卫 生 报 》和 自 己主 编 的 《光 华医 事 卫 生 杂志 》上 撰 写 了 不 少 文 章
。

191 1年
,

他 并任 < 震 旦

日报 》主 编
。

我 们 现 在所 能 看 到 的 他 的 早 期 著 作
,

就 是 他 在 《时 事 画 报 >
、

< 医 学卫 生 报 》
、

《光 华

医 事卫 生杂 志 》
、

《震 旦 日报 》上 发 表 的 文章
。

关 于 这 些 文 章的 搜 集 过程
,

有 必 要 作 些 说

明
。

195 6年
,

他 从 广 州 中 山 大学 图 书馆 借 到 该 馆 所 藏 《时 事 画 报 > 数册
,

并 指 出哪 些 文 章 是

他 所 写 的 ( 因 发表 时 全 用 笔 名 )
,

计 有 19 篇
。

以后 又 从 借 到 的 《医 学 卫 生 报 》中录 出他 自己 写

的 文 章 54 篇
。

至 于 《震 旦 日报 》
,

他 在 世 时 始 终 没 有找 到
。

陈 垣 先 生逝 世 于 “ 文 革 ” 中的 19 7 1年
,

在 当时 的 环 境 下
,

后 事 处理 得相 当 匆 促
。

我清理

他 的 遗 稿
,

《医 学卫 生报 卜 的 录 文 还 在
,

《时 事 画 报 》只 乘J下 < 释 奴 才 》一 文 照 片
,

其 余 录

文一 篇 未见
。

好 在 还 留下一 份 目录 ①和 他 在 19 59年 就 《时 事 画 报 》复广东 中山 图 书 馆 的 一 封

信
,

不 但使 我 们 知 道他 写 过的 19 篇文 章 的 篇 名
,

更 重 要 的 是 知 道 他 曾 用 过 的 一 些 笔 名
。

198 1年开 始
,

我先 后数 次 查 阅 了广 东 中 山 图 书 馆
、

中山 大 学 图 书 馆
、

香 港 大学 冯 平 山 图

书 馆 所 藏的 咬时 事 画 报 >
、

< 医 学卫 生报 》
、

《光 华医 事 卫 生 杂 志 >
,

搜 集他 为 文章
。

除 已

有 录 文及 照 片的 55 篇外
,

又 录 出他 发表 的 长 短 文 章 共 95 篇
。

其 中 《时 事 画 报 > 57 篇
,

《医 学

卫 生 报 > 8 篇
,

《光 华医 事 卫 生 杂志 > 30 篇
,

连 前共 150 篇
。

但是
,

这 还 不是 他 在这 三 种 杂

志 上 发 表的 全 部 文章
。

因为
,

第一
,

这 三 所 图 书馆 所 藏 的 这三 种 杂 志 ( 特 别 是 《时 事 画 报 》

都不 全
,

合 起来 也远远 不 能 凑 成全 份
。

第二
,

他 在 《时 事 画 报 > 上发 表 的 文 章
,

因 为针 对 当

时 的 清朝 统 治 者
,

所 以 全 用 笔 名
,

而 且笔 名有 变化
。

除 了 他 生前 就 他 所 看 到 的 那 几 期 指出 的

笔 名外
,

共 他 笔 名难 以 确定
。

此 外
,

他 生 前一 直 没 有 找 到 的 咬震 旦 日报 》
,

我 在 北京 大 学图 书馆 看到 了 25 期
。

⑦ 他 是

这 份 报纸 的 主 编
,

必 然 在报 上 发表大 量 文 章
。

但 因为
一

也是 用 的 笔 名
,

今天 已很 难 确定 哪 些 是

他 写 的 文 章
。

现 在 比 较有 把 握 的
,

是 以 “ 大 我 ” 笔 名发表 的 14 篇
。

⑧

19 10年 东北 发生 鼠疫
,

次 年 春 在奉天 ( 沈 阳 ) 召 开 了 “ 万国 鼠 疫 研究 会” ,

这 是 由 我 国

主 办的 第一 次 国 际 学术 会议
。

他 迅速 编 成 《东三 省防 疫方 略 》及 《奉天万 国 鼠疫 研 究 会 始

末 > 两 书
。

前者 未 见
,

后者 现存 单行 本
。

这 样
,

我 现在 收 集到的 陈垣 先生 在 1 90 7至 1913年 六年 间著作共 165 篇 (种 )
,

二 十余 万 字
。

这 虽 然 不 是 他 在 这 一 时 期 的 全 部著 作
,

但 也 有相 当 数 量
。

这 些 著作为 我们 了 解
、

研 究 他 在

这 一 时 期 的 思 想 与活 动
,

以 及 与 他后 来 的 研 究和 教学 的 关 系
,

提 供 了 丰富 的 宝 贵 资料
。

陈垣 先 生早 期著 作 的 主 要 内容
,

可 以概 括 为五 个方 面
。

1
.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对 我 国 的 侵 略

在 筹 备 《时 事 画 报 》期 间
,

正 值 中 国 人 民 反 对 关 国 咬华工禁 约 》的 高潮
。

19 世 纪 中叶
,

关 国政府 为 了开 发 西部
,

大 量 吸收 中国 分工
。

数 以 万计 的 中国劳 工 远 渡重 洋
,

披荆 斩棘 ,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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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开矿
、

垦 荒
,

为 美 国西 部 的 开发 作出 了 巨大 贡献
,

也 付 出了 血 的 代价
。

到 19 世 纪 下 半期
,

美 国政 府 认 为从 华工 身上 已榨 不 出 多 少 油 水
,

又 反 过头 来 掀起 种 族 主 义 的 排 华 运动
,

颁 布 《华

工 禁 灼 》
,

对 华工 施 加 种种 限 制 和 虐 待
。

广 州
、 _

上海 等 地掀 起 了 以 拒 约为 中心 的 反 美爱 国运

动
。

陈 垣 是 广 州 拒约 会的 负责 人 之 一
。

19 05年
,

美国 防部 长 及 总 统的 女儿 率 领一 庞大 游历 团

到 广 州 “ 视 察” 拒 约运动
,

清 政府 准 各隆 重 接待
。

当 时 广 州 城 内交通 工具只 有 轿 子
,

陈 垣 与

《时 事画 报 》同事 在 户 州 城 四 处 张贴 《龟 抬 美人 > 漫 画
,

以 “ 美 人 ” 影射 美 国人
,

鼓 动 全 城

轿 班 罢工
,

抵 制 游 历 团
。

1907 年
,

陈 垣在美 国 教会 办 的博 济医 学 堂 学 习西 医
,

亲身 感 受到 作为 中 国 人所 遭 到的 歧

视
。

1909 年
,

他 愤而 退学
,

参 加 创建 第一 所 中国 民 间 自办 的 西 医学校 光 华医 学 专 门 学 校
,

并

转 学 到该校
。

光华 医校 创 建 的 宗 旨就 是 要 同帝 国主 义列 强 “ 争 国权 ” , “ 争 医 权” , “ 争医

学 教 育权 ” .

④取 名 “ 光 华 ” ,

是 “ 光 我 华厦” 的 意 思
。

191 1年
,

在沈 阳 召 开 的 “ 万 国 鼠疫 研 究会 ” 结 束仅 仅一 个 月
,

陈垣 编 纂的 《奉天 万 国 鼠

疫 研究 会始 末 》就 出版 了
。

光 华 医 校 校 长 郑 豪 在 为该 书写 的 序 言 中说 : “ 陈 君 固 邃 于 国学
,

其 于 细菌 学 又 为专 门
,

故 所 纪 述 能 原 原 水本
。

其于 国权 一节
,

尤 三 致 意
.

又 不徒 为 研究 学术

观 巳
。 ” 这 里 所 说的 国 权

,

就 是 《始 末 》一 书 所 揭露 的
,

当 时 日本 在我 东 北 的 官 员
,

打 出
“ 合 办 防疫 ” 的 旗 帜

,

企 图 “ 用 此 名正 言顺 之 机 会 以 行 兼 供 ” , 以 及 与会 的 日本 细 菌 学 专家

北 里 柴三 郎
,

借 口 清 政 府 “ 无 防 疫知 识 ” ,

在会 前 公 然宣 称
: “ 会 中欲 研究者

,

但求 诸 日本

可耳
。

清 政 府 虽 为 召 集此 (会 ) 之 主 人
,

决不 容 其有 提 议权 ” 。

这种 威胁 没 有奏效
,

所 以 陈

垣在 该 书 自叙中一 方面 表 扬 会 议主 席 伍连 德 “ 能 本 其 所学
,

为祖 国 光 ” ,

一 面 又 希望 我 国
“ 医 界男 女 青年

,

急起 直 追
,

储 为国 家御 侮 之 才” 。

陈垣 反 对列 强 侵 略
,

并不 是狭 隘 的 排 外
。

他 在 同 时 还 写 了大 量 介 绍西 方 自 然 科学 的 文

章
。

1982 年
,

我 国 为 纪念 德 国 著 名 医 学 家科 赫 发现 结核 杆 菌一 百 周 年 , 曾发 行 纪 念 邮 票
。

恐

怕 很 少有 人知 道
,

早在 191 0年
,

科赫 刚 去世 不 久
,

陈 垣就 发表 了 咬古 弗 先 生传 >
、

《古 弗 先

些之 业 绩 》
,

可 说是 我 国 最 早 系统 介 绍这 位德 国 科学 家 的 文 章
。

2
、

反 对 清 政府 的 民 族 压 迫 政 策

当时
,

资产 阶级 民 主 革 命者 大都在 “ 反 满 ” 的 旗 帜下 反 对 清 政 府
,

陈 垣 也不例 外
。

反 对

清 政府 实行 民族 压 追 政 策
,

是 他 在 这 一 时 期 发 表 的 政论 的 主 要 内容
。

他 这 时 所 用 的 笔 名有
“谦 益 ” 、 “ 钱 婴” 等

。

195 9年 他 在 函 复广 东 中山 图 书馆 时 对 此 作 了 解 释 : “ 谦受 益
,

取 其

与 ` 满招 损 , 对
,

钱 婴 取其 别 名
`

扑满
, ,

这 是 当 时 的 思 想
。 ”

他 这一 类 文章 的 一 个特 色
,

是充 分 利用 清 历 代 皇 帝 的 “ 上谕” 。

他 生 前一 直 保 存 着 自己

在青年时 代编 集 的五 册 < 甘 下各 忘 录 》
。

这 些 《备 忘录 》将 《圣 训 》
、

《东 华录 》等 书所 载

的 清 各帝 上谕
,

按 问 题 分 类剪 贴
,

标 题有 《利 用 宗教 ( 孔子
、

喇嘛
、

回 回 ) 》
、

《汉 官 之 无

足 轻重 》
、

< 汉 人欲 为奴 才 不 可 得 》
、

< 暴虐 汉 人 之 确供 》
、

《汉 人之 被 没 为 满 洲 家奴 》
、

《圈 占汉 民 地亩 之 强 权 乡
、

《驻 防旗 下之 纵横 》
、

《旗人 鱼 肉 汉 人 之一 斑 》
、

《满 兵 之 欺侮

汉 兵 》
、

《满汉权 利 不 平 等 之 杂 志 》
、

《阴 行 离 间 汉 人 之 术 》等
,

实 际 上 等于 我 们 今天 摘录

的 专题 卡片
。

利用 这五 册 《柱下 备 忘 录 》
,

他 写 出了 《释汉 >
、

《记 王 将军 墓 》
、

《书李袭

侯 》
、

《说 正 朔 》
、 、

《国 朝 首请 泯 除 满 汉 吵域 者 仁 和 杭 童 甫先生 》
、

《释 奴 才 >
、

《说满

汉 之 界 》
一

《孔 子 诞 感 言 》
、

《识 粤 东 驻防 地界 图 》
、

《论 安 插 内 地 驻 防 》
、

《论 利 导 国

民 》
、

《书水 浒 传 >
、

《种 族 之 界说 》等 一 系 列 富 有 战 斗性 的 文 章
。

特 别 值 得提 出的 是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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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指 出
,

满 汉 的不 平 等 虽 然 遍 及 各阶 层
,

跻 身统 治 阶级 的 汉 族 宫员 有时 也 会不 满
,

甚 至 作

出一 定程 度 的 反抗
,

但 他 们 与 革 命党 有本质不 同
。 “ 革命 党之 排 满

,

排 满而并 欲推倒 政府
。

汉 官之排 满
,

排 满而仍 爱 戴 皇上 ” 。

( 《说 满汉 之 界 》 )

3
、

反 对 封 建 专 制

陈 垣在 《时 事 画 报 》上 发表 的 文 章一 再 强 调
, “ 秦汉 以 来

,

天 下 久 以 此 国 为 天 子 一 家

之 物矣 ” 。

( < 秦桧 害岳 飞 辨 》 ) 所 谓 汉 朝
,

不 过 “刘 氏一 家 之 国 号耳 ” 。

以 汉 朝 的 “ 汉 ”

代 表 中国
,

是 “ 变私 名为公 名” 。

( 《释 汉 > )

在 《老 父 识 民 权 》这篇 短文 中
,

他 在 引 述 了范哗 < 后 汉书
·

逸 民 传 》中 的 < 汉 阴老 父

传 》后 发表 议论 : “我 亦野 人 矣
,

未 尝见天 子
。

幼 时 闻诸 儿童 言
,

日 皇 帝系 人 皇
,

天 子 系 金

口 ,

吾 巳 疑之 失
。

日 武状 元 要 同 皇 帝倒尿 壶
,

吾益 疑之
。

疑 天子 果 有如 是 之尊 荣
,

而奴 畜天

下 也
。

及 长
,

读 西方 民 约 书
,

始 知 柏 理 玺天 德 (按
:

总统 Per s i d en t 一 词 的音译 ) 乃 国 民

之 公 仆
,

系 以 天 下役 天子
,

不 以 天 子 役天下 也
。

始信 诸儿 童 言 之 谬
。

因 忆吾 中国 书 如 范 蔚 宗

之 能排贵 势
,

重 人权
。

其言 或有可 观 也
。

其逸 民传果 有 汉 阴 老父 其人焉 ” 。

从 这 里可 以 看到

作者 所受 西 方 启蒙 思 想 的影 响
。 “ 以天 下 役天 子

,

不 以 天 子 役 夭下 ” ,

表 达 了 作 者 的 民 主

思 想
。

在 当 时公 开宣 传
,

需 要有 很大 的 勇气
。

4
、

反 对 愚 昧迷 信

他 当 时 的 许多文 章
,

特 别是 在 《医 学 卫 生 报 》和 《光 华医事 卫 生 杂 志 》上 发 表 的 文 章
,

针 对一 些 愚 昧
、

落后
、

迷信 的 习 俗
,

加 以 揭 露 批评
,

宣 传 科 学 的医 学知 识
。

1 9 07年 他 写 的 《放胸 的说 帖 》是 反 对妇 女束胸 陋 习 的
。

他 追 述 18 97年 至 北 京 时
, “ 与 人

言放 足
,

士 夫 方掩耳 而走
,

否 亦 以 为琐 屑
,

学 士不 当与闻 焉 ” 。

十 年后
,

至 少在广 州
,

妇女

缠 足 已遭 到许 多人 的 抵 制
,

但束 胸 则 依 然 如故
。

而 且受 舆 论 影 响
,

越 是 与 社 会 接 触多的 妇

女
,

越要 束胸
。

他 从 人体 生理 学 的 角度
,

通俗 地 解释 了 肺 的 重 要功 能 以 及 束胸 对 肺 部 的 危

害
。

并 指 出
,

所 谓 贵 与 贱
,

有 言论 上 的
,

有 事 实上 的
,

两 者 不 一定 相 同
。 “ 以 胸 大 为贱

格 ” ,

不 符 合事 实
,

纯 属 于 言 论 上 的
。 “ 苟有士 夫提而 倡 之

,

强 脂 不 舍
,

则不 难 将亿 万 人之

眼 力而 转移 之 ” 。

舆 论上 而不 是 事 实 上 的 贵贱
,

可 以 通过 坚 持不 懈 的 宣 传而 改 变
。

他 所 有宣 传 医 学 知 识 的 文 章
,

都是 从 “人 强 斯 国 强 ” 出发 的
。

他所 以尤 致意 于 妇 女卫 生
,

因为 妇女 是 “ 国 民 之 母” 。

他 说
: “ 日 日言 养 成伟大 国 民

,

而 先子 国 民 之 母 弱 之 如 是
,

是 乌

足 以 养 成伟大 国 民 也 ” 。

5
、

反 对 故 步 自 封

感
,

点
。

陈 垣 的 早年 著 作
,

一 方面 宣 传 祖 国 光 荣悠 久的 历史
,

唤起 中国 人 民 的 民 族 自尊心 与 自豪

同时 又极力 反 对 故 步 白封
,

因 循 守 旧
,

盲 目 自大
。

他 关于 医 学史 的 论 文
,

都 贯 穿这一 观

他 在 《张 仲景 像题 词 》中
,

强 调 张机 ( 仲景 ) “ 求 经 旨以 演 所 知 ” 的 精 神
,

批 评 那 些
“ 墨 守 旧法而 不 求新知 ” 的 人

。

在 《王 勋 臣 像题词 》中
,

极力 赞扬 王 清任 ( 勋 臣 ) “ 局 处 于

数千 年 学说 之 下
,

而 能为是 反古 之 言
。

譬 之 于 儒
,

则 黄 梨洲 之 铸 也
。

” 慨 叹 道 : “ 使吾 国医

林尽效 先生乎
,

则吾 国 医学 何 至 不竞 如 是? ” 在 《黄 绰卿 像 题 词 》 巾
,

他对 这位 早期 留 欧学

医 的黄 宽 ( 绰 卿 ) 作 了 介 绍后说
: “先 生 之 留学欧 洲

,

不 独为 我邦 医人 之 始
,

并且 先于 日 本
。

·

一吾 国 革新 事 业 类多先 于 人
,

而进 步则 不 免在 人后
,

皆后 起者 之 无 以 继 先 民哉 ! ”

他的这 种观 点
,

在 < 中国 解剖学史 料 》中表 现 得最 为突 出
。

他 说
: “ 自世界 医 学 之 输入

日见 发达
,

嚣然 者 以 为世 界医 学之 所 长 特解剖学
,

于 是 举吾 国昔 日之 近似 解剖 者 以为 争 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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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世界 医 学 岂徒 以 解 剖 为能 事
,

解剖 特基 础 医 学 耳
。

吾 国内
、

难
、

甲乙 诸经
,

何一 非

古 代解 剖学
。

第数 千年 来
,

未 闻有 能于 古籍 之 外 新寻 出 一 物
,

新发 明 一 功用 , 而拘 守残 峡
,

相 与 含毫 吮笔
,

向壁构 虚而 争 辨则 有之
,

抑 亦大 可 骇 已
。

他 人方 日事 探 险
,

日辟 新 岛
,

而我

则 日整 百 里
,

乃 夸大 其祖若 宗 开国 之雄 烈 以 自慰 , 抑亦可 谓 大 愚 也 已
。

吾 今 即述 其祖 若 宗开

国之 雄 烈
,

黄 帝 子 孙
,

有 能来 言恢 复乎
,

吾 将执 大 刀 劈斧 从其 后 又 ”

要 继承
,

更 要创 新
,

这就 是他 的 观 点
。

陈垣 先生 一 生 的主 要成 就在历 史 学 的 研 究 与教学
。

回 顾 了 他在 青 少年 时 期 的 活 动及早 期

著 作
,

如 果对 他 的研究 和 教 学有 所 了 解
,

就不 难 发现 两 者 间的密 切 关 系
。

可 以 说
,

他 一生 的

光 辉 成就
,

深 深植 根 于青少 年时 代
。

1
.

强 调 “ 历 史观 念 ”

他 从小 酷爱 历史
,

又博 览群 书
。

他在 家 书 中曾满 怀深 情 地 回忆 父 亲对 他读 书 的 支 持 :

“ 余 少不 喜八 股
,

而 好 泛 览
。

长 老许 之者
,

夸为 能 读大 书 , 其非 之者
,

则 诃为 好读 杂 书
。

余

不 顾 也
。

幸先 君子不 加 督责
,

且 购 书无吝
,

故能 纵其 所 欲
。 ” 我 粗略 地统 计 了 一下

,

现 存 的

陈 垣早期 著作 中引用 的 文献 就有 二百 四 十多种
,

此外 还有 大 量 “ 上谕 ” 。

这 二百 多种 文 献
,

有 《尚书 》
、

《周 易 》
,

有二十 四 史
,

有 袁 宏道
、

龚 自珍
、

杭 世 骏等人 的文 集
,

有 《大清 一

统 志 》
、

《广 东通 志 》及 各种府
、

州
、

县 志
,

有 《崇 文 总 目 》等 目录 书
,

有 《癸 辛杂识 》
、

《辍 耕 录 》等笔记
,

有 白云 庵碑 等石 刻
,

有 大量 中医 经 典
,

还有 英人 合 信所 著 《博物 新 编 》

等医 书五 种
,

日人著 的 《痘 志 》
、

《断 讼 医学 》等 等
,

真是 经 史 子集 无 所不 包
,

中 外古 今 皆

所 征 引
。

在 博 览群 书和 从 事 革命实 践 的基 础 上
,

他 逐 渐形 成 了一 个观 点 : 必 须 在人 民 中传 播 “历

史 观 念 ” 。

无论是 在他 的政论 中
,

还 是他 关 于 医 学 的文 章中
,

这 种 观 点都 有 强烈 的反 映
。

《记 王 将 军 墓 》记 述他 和 友 人瞻 仰广 州郊 区 王 兴 墓 的 情 况
。

王 兴在 明 清之 际坚 持抗 清斗

争
,

英 勇 牺 牲
。

死 后 广东 人为立 巨 墓 丰 碑
。

但 到 陈 垣去寻 访 时
,

当 地人 已 不 知 王 兴为 何 许

人
。

他 慨叹 道 : “将 军 者
,

先 民 之 关 杰 者 也
。

抑 何 其家 至 于 荒 棒之 极
,

是亦 吾 民 无历史 观 念

之 过 也 ! ” 又说 : “ 非 客 言
,

余 亦几 忘 之矣
。

是 诚吾 民 无历史 观 念之 过也 ! ” 他 引用龚 自珍
“ 灭 人国 者 必 先 灭 人 之史 ” 的话

,

强调 历史 观 念的 重要 性
。

他所 以作 这篇 文 章 , 亦 “ 庶 几 吾

民 其生 历史 之 观 感也” 。

在 <说铜 壶滴 漏 》一 文 中
,

他 惋 借 “ 中国人 徒有 爱 国之 心 , 而 无历史 之 观 念
。

唯无 历史

之 观 念
,

故 虽德 之 威 廉
、

美 之 华盛 顿
,

入 中国 既 久
,

中国 人 必 圣 帝 而 明 王 之 矣
。 ” 就 是说

,

没有 历史观 念作 基 础 的爱 国心
,

有 时 会 陷入 盲 目性
。

《读 金正 希先 生集 》表 彰 的 金声 ( 正 希 )
,

以 善 作八 股文 著 称
,

科举 时 代 有 “ 作 死 金

声 ” 的 谚 语
。

其实 他 同王 兴一样
,

也是 明 末 抗清 牺牲 的 忠义 之士
。

但 人 知 金声为 八股 名家 者

甚 多
,

知 其 为抗清 烈 士 者 极少
。

陈 垣在 文 中 感慨 地说 : “ 夫 金声 果 醉生 梦死 于八 比 者 哉 ! 金

声不 幸能作八 比
,

故 人称 金声 之 /、比 , 金声 又幸 而能 作八 比 , 故 人得 以 / 又比识 金声
。

不 然
,

以 吾 国人 之 薄 于 历史 观 念
,

又 乌知 有 金声 其 人 哉 ! ”

在前 面 提到 的 《 黄绰 卿 像 题词 > 中
,

他 说黄 宽为 “ 我 国 洋医 前 辈
, · · ⋯ 宜 有 传

。

奈 何

卒后 才三
一

卜岁
,

仅得 留姓 氏 于药物学 书之 首
,

亦吾人 薄 于 历史 观 念之过 也
。 ” 在 《牛痘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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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考略 诊 巾
,

他 说
: “ 牛应 之 传 各省

,

虽不 能 尽 悉 其 年 月
,

然 据 ( 引痘 略 》各叙 犹 可 略 知 其

梗 概
,

亦 有历 史 观 念者 所 砍 闻 也
。 ” 他 在 文 中简 要地 钩 稽种 牛痘法 由广 东 传至 各省 的 时 间及

路 线
,

使 人 得 到 清晰 的 认识
。

19 07年
,

在 挪 威 的 卑 尔 根 举 行 第 二届 国 际 麻疯会 议
,

清 政府 派

光 华医 校 校长 郑 豪作为 中困 代 表 参加
。

光 华 医 校 同 人 开会送 行
,

并摄 影 留念
。

陈 垣 在 《题 郑

学 士 送 别 图 》中说
: “夫 送别 亦至 常 矣

,

何独 有 纪 于 是 ? 吾 慨乎 吾国 人 历 史 观 念 之 薄
,

斯为

吾 国 医事 纪 念 之 大者
,

不 可 无纪 也
。

不 必 使后 之 人 观 览斯 图 慨 然而有 感
,

即后 数年 或 十数 年

开 第三 次万 国 麻 疯 会时
,

吾 犹 欲持 是 图 而 舰吾 国 医 学进 步 之高 度也
。 ”

正 是 由于 富 有 “ 历 史 观 念 ” ,

陈 垣 在 观 察
、

分 析 问 题 时
,

不 论是 政 治 还 是医 学
,

他不 仅

看 这 个 问题 的 现状
,

还 要追溯 其 历史
,

因 之 比 起 同 类 文 章显 得 更 有深 度
。

从事 医 学而 至 着 重研 究 医 学 史
,

到 最 后 以历 史 学为 专业
,

对 于 陈垣 来说
,

这 条 道 路不 是

偶 然 的
,

是 他 一 贯强 调 历史 观 念 的合 理 归 宿
。

2
.

取 材 元 史

在 专 制 统 治 下
,

陈 垣 撰 写 抨击 清政 府 的政 论
,

不 得不 采 取 迂 回 的 手法
。

除 了 大 量 引 用 洁

帝 上 谕外
,

另一 个 重 要方 法就 是借 古喻 今
。

在 《郭 亮 哭 李 固 》这 篇 短 文 中
,

他 借 赞 扬 东 汉 的 青年 郭 亮
,

对 谋 刺广 东 巡抚德 寿 而 就 义

的 年仅 二十 岁 的 兴 中会会 员史 坚 如 表示惋 惜敬 佩 之 情
,

说 “ 吾 毛 为之 竖 而 泪 满 乎 眶 ! ” 在

《杨 匡 守杜乔 》中
,

他将 徐锡 麟 同杜 乔 相 比
,

揭 露 清 政 府对 徐 锡麟 剖腹 弃尸 的暴 行
。

陈 垣 的 早 年著 作 有相 当一 部分是 揭 露
、

抨 击 元 朝 的 民族 压 迫 政 策的
,

如 《说铜 壶 滴 漏 》
、

( 书 水 浒 传 》
、

《撮 录 元 史 刑 法 志 》等
。

为什 么 取 材元 史 ? 他在 《元 世 广 东 乱 民 志 》中道 出

了 这 个 秘 密
: “ 乱 民 何足 志 ? 槛 于 时 事而 志 也

。

胡独志 乎蒙 元 ? 蒙元 以 外 族 入 主 中 国
,

与 国

朝 同 也
。 ” 这 就 明 白 告诉 人 们

,

他 写 的 元 朝 实 际 是 指 清 朝
。

他 又 说 ; “所 谓 乱 民
,

自元 人 言

之 也
。

帝髯 未 亡 以前
,

中原 豪 杰 之 抵 抗 蒙元 者
,

史 既 称 之为 忠 巨义 士矣
。

” 文 中还 特 另lJ提 出

洪 秀全 和 孙 中 山
。

实 际是 说
,

被 清朝 目 为乱 民 的洪 秀 全
、

孙 中 山
,

都 是 中 国 的 “ 忠 巨 义

士
。 ”

陈 垣后 来 的史 学研究
,

许 多方面 的 内容 同他 的早 期 著作 直接 相 通
。

前 面介 绍他 早 年 写过

《读 金 正 希先 生集 》
,

1927 年他 又 发表 了 硬 休宁 金声 传 )
。

而元 史 和 民 族 史 成为 他 研究 的 重

要 领域
,

显 然 同 他 的 早 年著 作有 关
。

当 然
,

由 于 时 代 不 同
,

他 的 看 法 也有 变化发 展
。

《休 宁 金声 传 》所 强 调 的
,

既 不 是 他 的

善 写 八股 文
,

也不 是 他 的 死 节
,

而是 他对 基 督 教 的 信仰
。

在 《元 西 域 人 华 化 考 》这 部 名 著

中
,

他 所 阐 述 的 是元 代 色 目人 的 汉 化
。

3
.

运 用 医 学方 法

医 学 与 历 史 学
,

一 是 自然 科 学
,

一 是 社会 科 学
,

两 者看 似 相 距 甚远
。

但 在 陈垣 身 上
,

这

两 者有 机 地 结 合 起 来 了
。

早 车他 从 事 医学 时
,

把 历 史 学 引 进 他 的 医 学 教 学和 研 究 中
,

著 重 对 医 学史 的 研 究 和 著 述
。

19 13年 他 到 北 京 定居后
,

环 境改 变
,

医 学 的 事业 没 有继 续下去
,

他 以 历史 学作 为 医 国 的

手段
。

但过 去 几 年学 习
、

教 授 医 学
,

著 述 医 学史 的 经 历
,

对他 的史 学 研 究 产生 了 积 极 的 影 响
。

他 在 30 年 代 的 一 封 家书 中 曾说
: ” “ 余 今不 业 医

,

然 极得 医 学 之 益
,

非只 身体 少 病 而 已
。

近

二 十 年 学 问
,

皆用 医 学 方法 也
。

有 人 谓 我懂 科 学方 法
,

其实我 何尝 懂 科学 方法
,

不过 用 这 些

医 学方 法 参用 乾 嘉诸 儒考 证 方法 而 已
。 ” 这里 虽 然 有 自谦之 意

,

但 医 学的严 格训 练
,

确实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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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 一把 解 剖 历史 的 手术 刀
,

也 是他 能 超 越乾 嘉考 证大 师 们 的一 个 重要 原 因
。

4
.

处 处 从 读者 出发
。

陈垣 在 辛 亥 革 命前 冒 着 巨大 危险 从 事革 命的 舆论 工作
,

只 能 用 手 中的 真 理 宣 传 群众
。

他

很 重视 宣 传的效 果
,

细心 体察
、

总结 这方 面 的 经 验
。

《书水 浒 传 》一 文
,

可 以说 是 他 借评 论

《水 浒传 >
,

对 自己 进行 革 命宣 传的 经验 总 结
。

在今天 则 为我 们 深入 了 解 他的 早期 著作 提 供

了 一 把钥 匙
。

文 章一 开头 就 点 出 : “水 浒 传
,

元世 之革 命党 杂志也
。 ” 表 明 他 对 《水浒 传 > 的 评 论

,

不

是从 文 学 的 角度
,

而是从 革 命宣 传的 角 度 出发 的
。

接着
,

他 阐 明 了革 命舆论 在 整个 革 命事业 中

的 重要作 用
。

他说 : “ 举 国梦 梦
,

人 一 奋 起
,

无 有 为之 后先 奔 走
,

疏 附御 侮焉
,

无 济也
。

则 必 先

有 以 醒斯 民之 酣梦
,

作 斯 民 之 模 范
,

使一 国 之人 皆有是 心有 是人 而后 可
。

是 舍著 书莫 由
。 ”

然 后
,

他 谈 了 “ 著 书 ” ( 其实是 泛 指 革命宣 传 ) 的 四忌
,

这 些 都是 他 的 经验 之谈
。

一 忌 “过

于 急 激
,

动 辄得 咎
,

徒 生 阻 力
,

无 补 前 途 ” 。

这 有 两 方面 的 含义
。

对付 清政 府
,

要 充 分 利 用

合 法 的 手段
,

使 文章 得 以 公开 发 表
。

他 之 所 以 多引 “ 上谕 ” ,

就 是这 个缘 故
。

对 于 读 者
,

宣

传 必 须 考虑 他们 的 接 受 程 度
,

不 能脱 离群 众
。

二 忌 “ 全书 告藏
,

始 出 问 世 , 日暮 途 远
,

无人

能 读 ” 。

安 注 意宣 传的 及 时 性
。

三 忌 “ 深文 奥义 , 人 多不 解 ” 。

不 能孤芳 自赏
,

故作 高深
,

而 要 深入 浅 出
,

通俗 易懂
。

四 忌 “ 凭 空 构造
,

人 多不 信” 。

必 须 忠于 事 实 , 有 凭有 据
。

他 还
、 别 有 深意 地 说 : “后 世 能读 水浒 者

,

莫若 金 圣叹
。

而 金 圣叹 之批 评
,

亦不 易 读
。

盖 其 属词 命

意
,

有大 相 反 者
,

不 可 于 字句 求也
。

圣 叹谓 施耐 庵 之 作水 浒
,

不 同 于 史 迁
,

史 迁 有 感愤
,

而

耐 庵 无 感 愤
。

此 圣 叹 之 反 言也
。

圣 叹 言 此
,

所 以 使 水 浒 不 招 当 世 之 忌
,

而读 者得 以 史 记 衡 水

浒也
。 ” 反 观 陈 垣 当 时 的 不 少文 章

,

也有 许 多 “反 言 ” 。

读 了 《书 水浒 传 》
,

再 来看他 的 这

些 “反 言 ” ,

更可 加 深我 们 的 理解
。

在 《光 华 医 事 卫生 杂 志 》上
,

陈垣 作为 主 编 , 写 了两 则 简短 的 《告 寄稿 诸君 》
,

要 求 投

稿 者 署 题 目
,

加 圈点
,

多提行
。

为 的 是尽 量 使 读 者 省 目力
,

省 精 神
,

使 各种 科 学学 说 更好 地
“ 普 及 于 大众 ” 。

处 处从读 者 出发 , 为 读 者着 想
,

这 种精 神一 直贯 串在他 的 研 究 和 教学 中
。

他 的 文 风简练 明 快
,

深 入 浅 出
,

看 似平 淡 自然
,

但 回 味 无穷
,

这 是他 精 心 锤 炼 的 结 果
。

是 他从 读 者 出 发
,

为 读 者 着 想的 重要 体现
。

小 结

我 们 现在 所能 看到 的 陈垣先 生的 早年 著 作
,

写 于 19 07至 1913年
,

他 二 十八 岁至 三 十 四 岁

的 青年 时 代
。

这 时 他 已 从一 个追 求 功 名的 青年 转 变为 积 极 投身反 帝反 封建 斗 争的 战士
。

热 爱

祖 国
,

热 爱 人 民
,

对 社会 的 高 度责 任 感 , 不 断 追求进 步的 精 神
,

贯 串在他 这 时的 全 部 著 作

中
。

正 是 这种 精神
,

成 为推 动 他 后来 在历 史 学 领域不 断取得 杰 出 成 就的 动 力
。

对于 绝大 多数 读者 来 说
,

对 陈垣 先生 的 早年 著作
,

恐 伯 了解 极少
,

因此 本文 尽 量 为大 家
笙 多提供 一些 资 料

。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

有 待他 日
。

同 时
,

我 还希 望 有 机会 将 这些 著作 结 集出 版
,

这不 但对 研究 陈垣 先 生的 思 想 很有 必 要 ,

对 研 究我 国近 代史
、

医 学史
、

报刊史 也 大有 益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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