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清筚四寻
”

茌清华园

孔 令 环

“

清华 四子
”
一一朱湘 （ 子沅 ） 、饶孟侃

（ 子离 ） 、杨世恩 （ 子惠 ） 、孙大雨 （ 子潜 ） 因

四人字号 中都带有一个
“

子
”

字而得名 ， 是

新月 诗派早期 的 中坚力 量 。 提及
“

清华 四

子
”

的 由来 ， 学界一般认为源于 闻 一 多？ ，

但他提到 的
“

四子
”

实为
“

新月 四子
”

， 出 身

清华者 只 有
“

三 子
”

： 朱湘 、 饶孟侃 、 杨世

恩 ，
而无孙大雨 。 据笔者 目 前所掌握 的资

料看 ，最早提 出 清华
“

四 子
”

的是罗 念生 ，

他在 《给子沅 》 （ 作于 １ 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中说 ：

“

当 日 子沅 ， 子惠 ， 子潜 ， 子离在清华

号称 四 子 。

” ？ 首 次 将 孙 大 雨 列 入其 中 。

“

清华 四子
”

之说也得到 了 孙大雨先生 的

认可？ ， 可见 当年确有此事 。

“

清华 四子
”

的密切交往与文学活动都始于清华 ，
因此 ，

他们在清华园时期 的史料是研究新月 诗派

所必须掌握的 。 虽然前人 已经做 了一些考

证
，但仍存在缺失和讹误 。 因此 ，本文拟对

这一时期清华 四子的相关文献进行爬梳整

理 ，尽可能地呈现
“

清华 四子
”

在清华学校

期间 的状况 。

―

、清华 四子的学籍及相关信息

清华原是一所 留美预备学校 ，
１ ９０９ 年

成立游美肄业馆 ，
１ ９ １ １ 年初春更名 为清华

学堂 ，
１ ９ １ ２ 年 １ ０ 月 改为清华学校 ，

１ ９２ ８ 年

８ 月 正式命名 为 国立清华大学？
。 清华学

８２

堂成立之初 ， 分为 中等科和高等科两科 ，学

制各 四年 ， 数月 后改为 中等科五年 、高等科

三年 。
１ ９ １ ３ 年 ８ 月 起 ， 重新恢复 中 等科 、

高等科各 四年 的学制 。
１ ９２０ 年秋 ， 中等科

一年级停招 。
１ ９２ １ 年 ， 改高等科 四 年级为

大学一年级 ， 大
一级学生仍为 留美预备生 。

１ ９２５ 年设立 大学 部 ，
招 收大学一 年级学

生 ， 向完全大学过渡 ， 大学部学生不再是 留

美预备生 ，被称为新制生 ， 而原来的 留美预

备部的学生则称 为 旧 制 生？ 。 由 于
“

清华

四子
”

中人学最早 的是在 １ ９ １ ６ 年秋 ， 最晚

的在 １ ９２２ 年秋 ， 因此 四人都属于 旧 制生 。

从他们所在的年级看 ， 饶孟侃 、 朱湘为 同一

年级 ，按学制应于 １ ９２４ 年毕业 ； 杨世恩 、孙

大雨 比 饶 、 朱 二 人 低 一 级 ， 按 学 制 应 于

１ ９２５ 年毕业 。 当 时清华学校通 常 以 预计

毕业时间 的干支纪年来命名年级 ，
１ ９２４ 年

与 １ ９２５ 年分别为 甲子年和 乙丑年 ，
因此饶

孟侃 、朱湘为 甲 子级 ， 杨世恩 、孙大雨 为 乙

丑级 。 下面按照 四人年级的高低及入学早

晚顺序对他们 的学籍及相关信息逐一考

证 。

饶孟侃是清华 四子 中最早进人清华学

校的 。 关于饶孟侃 的学籍情况 ， 学界最通

行的说法是 １ ９ １ ６ 年人学 ，

１ ９２４ 年 ７ 月 毕

业？
。 其 中人学时 间是正确 的 ， 但没有给

出更具体的时 间 ，
而 １ ９２４ 年毕业则是错误

的 。 根据笔者掌握 的 资料 ， 饶孟侃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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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籍情况大致如下 ：

当 时清华学生入学有两种方式 ，

一种

是作为普通生正 常进入 中等科一年级 ，

一

种是作 为插班生插入更高 的 年 级 。
１ ９ １ ７

年 ６ 月 出版的 《 清华周 刊 ？ 第三次临 时增

刊 》 （ 以下将 《 清华周 刊 ？ 临 时增刊 》 简称

为 《 临 时增 刊 》 ） 中 的 《 清华学校 同学 录 》

中
，饶孟侃在 中

一级名 单 内
？

， 由 于 《 临时

增刊 》 每年均在暑期前 出 版一次 ，
因 此显

示 的是上年秋至 当年夏之间学生所在的级

别
，
可见 ，饶孟侃考人清华后进入的是 中等

科一年级 ，
属 于普通生 。 据 《清华周刊 》第

１ ５９ 期
“

校 闻
”

栏 中 三级 甲 、 乙 、 丙 、 丁 四个

班的班长名单 ， 饶孟侃为 中 三级 乙班 中 文

班长？ ， 可知 当 时每个年级分为 四个班 ， 饶

孟侃所在班级为 乙班 。 关于饶孟侃人学的

具体时 间 ， 据 １ ９ １ 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清华周

刊 》第 ８０ 期 上 的 《开学志礼 》 ：

“

月 之十一

日 为本学期行始业式之 日 。

” ？可知饶孟侃

的入学时间为 １ ９ １ ６ 年 ９ 月 ，人学典礼 日 为

９ 月 １ １ 日 。

关于饶孟侃的离校 ， 学界最通行 的说

法是 《饶孟侃诗文集 》 所附 《 年谱 》 中所说

的 ：
１ ９２４ 年 ７ 月

“

清华毕业 。 因 膳食不洁

与斋务一外籍职员 发生争执 ， 职员 竟 以 阻

止 留 学为要挟 ，

一怒之下 ， 自 动放弃 留美名

额 ，滞 留北平
”

？
。 黄延复 曾 在 《二三十年

代清华校 园 文化 》 中 对此提 出 质疑 ， 认为

饶孟侃是肄业 ：

“

１ ９３６ 年 出 版 的清华正式

毕业生名 录 中 ， 没有他的名字 ， 他的名字被

列在肄业生名 录 中 ， 原 因 待考 。

” ？ 根据笔

者査到 的资料 ， 黄延复的说法是正确 的 ， 笔

者 了解到 了饶孟侃肄业的原 因是饶孟侃在

最后一■学年 中 被 留 级 ， 他并未选择再上￣＇

年完成学业 ， 因 而没有毕业 。
１ ９２３ 年 ６ 月

出版的 《第九次临时增 刊 》 与 １ ９２４ 年 ６ 月

出版的 《第十次临时增刊 》上 的两份 《 同学

录 》 显 示 ， 饶 孟 侃所 在 的 年 级 都 是 高 三

级？ ，这就说明饶孟侃在 １ ９２３ 年秋没有按

常规升人大一级 ， 而是降 了 一级 （ 从 甲 子

级降 到 乙 丑 级 ） 。 这 一 证 据 并 非 孤证 。

《清华年报 》 （
ＴＷｉｇ／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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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２３ １ ９２４

）

同学录 中 ， 饶孟侃也是被放在高 三级 （ 乙

丑级 ） 名单 内 ？ 。 两种 刊物 同 时 出 错 的 可

能性不大 ， 更何况根据当 时 《清华年报 》体

例 ，毕业班每人附上照片和简介 ， 非毕业班

则 只有集体合影和名单 ，差距甚大 ，很难混

淆 ， 因此 ，饶孟侃显然是被降 了一级 （ 当 时

清华处罚学生 的条例 中有 降级处分 ） 。 但

是 ，饶孟侃究竟是 刚上大一就被降级还是

临近毕业才被降级 尚不确定 。 如果 留级后

饶孟侃继续上学的话 ，应于 １ ９２５ 年夏随乙

丑级 毕 业 ， 然 而 在 《 清 华 年 报 》 （
１ ９２４

—

１ ９２５
） 同学 录 中 ， 毕业生 名 单 内 仍无饶孟纖

侃。 其清华校友毕树棠在 《 二十年来清华

文坛屑谈 》 中也说 ：

“

饶孟侃有敏才 ， 性最：
活泼 ，修业未满 ， 即 去清华 。

” ？ 因 此 ， 饶孟＆

侃应该是没有 接受 降级处分而选择 了 肄￥

业 ， 其原因 尚待进一步考证 。＠

朱湘虽然与饶孟侃 同 级 ， 但 比饶孟侃

人校时间晚 ，
属 于插班生 。 关于朱湘 的人

猶

学时间 ， 学界并无定论 。 其 中 １ ９２ １ 年之说

难 以成立 ，钱光培先生 已 经对此进行过辨

误？ 。 此外主要还有 １ ９ １ ９ 年 、
１ ９ １ ８ 年两种

说法 。 朱湘 的校友 罗 念生 、 孙大雨都认为

是 １９ １ ９ 年人学 ，
罗念生还进一步声称朱湘

是插入 中等科 四年级 。 不过罗念生的结论

是根据朱湘在 《海外寄霓君 》 中 自 称 的
“

清

华住的那六年
”

推算 出来的 ？ ，孙大雨只是

陈述 ，并未列 出 证据 。 这种说法 由 于二人

与朱湘 的 密切关系 而在学术界认可度最

高 。 而丁瑞根 的 《 悲情诗人——朱湘 》 说

朱湘 １ ９ １ ８ 年 ９ 月 人清华学校 ，插人 中等科

三年级？ ，但他唯一列举 出 的证据也 只有

朱湘所说的
“

清华六年
”

。

“

六年
”

这一时

段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 因为罗念生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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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为朱湘 同校好友 ， 在证据相 同 的情况

下 自 然更具有信服度 ， 因此丁瑞根 的说法

并未得到认同 。

据笔者查 阅 的资料看 ， 朱湘人清华学

校的时 间正如丁瑞根所说 ，
证据如下 ： 出版

于 １ ９ １ ９ 年 ６ 月 的 《第五次临 时增 刊 》 中 的

《本校 同学 录 》 显示 ， 中 三级名 单 中有
“

朱

湘
”

之名 ，籍贯为
“

江苏江宁
”

，
暑期通信地

址为
“

杭 州 里横河桥 十 四 号
” ？

。 如前所

述 ， 《 临 时 增 刊 》 的 出 版 时 间 均 在暑假之

前 ，所 以显示 的级别 是 １ ９ １ ８ 年秋至 １ ９ １ ９

年夏这一学年 的级别 ， 因 此 ， 朱湘是 １ ９ １ ８

年入清华 中等科三年级 。 而且暑期地址与

朱湘在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时 的地址相

同 ，是其叔父一家客居杭州 的地址
？

，
也就

排除 了这个朱湘是与其重名 的另
一个人的

可能性 ，
因此朱湘人学时间 为 １ ９ １ ８ 年秋而

非 １ ９ １ ９ 年 。 清华学校秋季开学一般在 ９

月 份 ， 《清华周 刊 》第 １ ４４ 期
“

校闻
”

中关于

这一学期最早 的新 闻是 ９ 月 １ ３ 日 科学社

开会 的消息 ， 各学生 团 体的迎新会也大多

在 ９ 月 中旬 以后？ ， 可见 １ ９ １ ８ 年秋季开学

时间 在 ９ 月 。 此外 ，

１ ９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清华周刊 》 第 １ ４６ 期上发表有朱湘 的三

首 旧体诗 （ 《蝉鸣 》 《前题 》 《 雪后松 》 ）

？
，

显然朱湘此时 已 在清华 ， 因此 ，朱湘人学时

间应为 １ ９ １ ８ 年 ９ 月 。 需要补充说明 的是 ，

朱湘在哪个班并未查到 ， 因 此不能确定是

否与饶孟侃同班 。

关于朱湘辍学时间 ，
到 目前为止 ， 主要

有 １ ９２３ 年冬 、
１ ９２３ 年冬或 １ ９２４ 年春 、

１ ９２４

年 即将毕业时等几种说法 其辍学 的原

因学界认知也有分歧 ， 因 为 当 时 的
“

旷课
”

不仅包括
“

缺课
”

（ 未请假不上课 ） ，
也包括

违反早餐 点 名 制 度 。 同 样作 为 朱湘 的好

友 ，孙大雨认为是违反早餐点名 制度
？

， 罗

皑岚认 为 是 缺课？ ， 罗 念 生认 为 二 者兼

有？ 。 据笔者查到 的资料 ， 朱湘被开 除 的

原 因 主要是缺课次数过多 ， 其缺课行为发

生在 １ ９２３
—

１ ９２４ 学年 的 上学期 （ 即 １ ９２３

年秋至 １ ９２４ 年初 ） ， 但并未被 当 即开除或

开除处罚未被严格执行 ， 而是在 １ ９２４ 年初

新学期伊始被从严办理 ， 其离校时 间是在

１ ９２４ 年 ３ 月 上旬 。 理 由 如下 ：

１ ９２４ 年 ３ 月 １ 日 《清华 周 刊 》 第 ３０３

期
“

要 闻
”

栏 中第一次公布 了 朱湘辍学 的

消息 ：

“

董凤鸣君 因 故休学二年半 ， 朱湘君

因故辕学 。

” ＠ 这一期 是 １ ９２４ 年新学期开

始后 的 第 一 期 ， 而 在 上 一 学 期 最后
一 期

（ 即第 ３０２ 期 ） 的文学社新 闻 中 还有饶孟

侃撰写的朱湘在小说组讨论会上报告 《花

月 痕 》 的新 闻 ， 可 见朱湘在上学期并 未被

开除或开除处罚未被严格执行 。
１ ９２４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清华周 刊 》 第 ３ ０９ 期上 的 《 学生

缺课新章草案 》 中特意将朱湘作为严重违

反校规 的典型 写人文件 ：

“

就学生个人而

论 ，则 自 每 日 按时上课 ，
以 至随意缺课如朱

湘者 ，
无所不有 。 上学期开学后 ， 约十星期

内 ，
朱湘 曾 缺课至

一百二十一小时 。 然其

中仅十二小时 ， 系未经准假者 。

”
？可见 ，朱

湘 的缺课行为发生在上学期 ，
且更清楚地

说明 了朱湘缺课的具体情形 。 文件 中还提

到 因学生缺课引 起教员 不满 的情况 ， 因 而

可 以 断定这里所说 的
“

缺课
”

指 的 就是无

故不上课而不是违反早餐点名 制度 。
１ ９２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清华 周 刊 》 第 ３０５ 期 上 有

《离校南下 》 的 消 息 ：

“

大一级 同 学朱湘君

因不满意课程压迫 ， 拟 于上学期 终离校 。

后得当局特请 ， 在校 中 当 图 书馆名 誉馆员

逗 留 月 余 。 今寒假 已 满 ， 朱君 已 于上星期

起程南下 ， 就南京建业大学教授职云 。

”
？

也可 以 与文件互相 印证 。 这则消息 中还提

供 了朱湘 离校 的 具体时 间 ， 文 中 的
“

上 星

期
”

指 的是 １ ９２４ 年 ３ 月 ３ 日 至 ３ 月 ９ 日 之

间 ， 因此朱湘 的离校时 间 正是在这
一周之

内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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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 １ ９２６ 年 ９ 月 复学 、 １ ９２７ 年 ６ 月 毕

业 以及同年 ８ 月 出 国 留 学 的情况 ， 现有研

究颇详 ，兹不赘述 。 因此 ，朱湘在清华学校

的时间为 １ ９ １ ８ 年 ９ 月 至 １ ９２４ 年 ３ 月 初和

１ ９２６ 年 ９ 月 至 １ ９２７ 年 ６ 月 。

杨世恩是清华 四子 中继饶孟侃之后最

早进人清华 的 ，

１ ９ １ ８ 年 ６ 月 出 版 的 《第 四

次临时增 刊 》 的 《 本校 同 学录 》 中 ， 他名 列

中等科一年级名单 中 ，
可见他是 １ ９ １ ７ 年考

人清华 ， 属 于普通生 。 至于人学具体 日 期 ，

据 １ ９ １ 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清华周 刊 》第 １ １ ２ 期

《 开学 志 略 》 ：

“

本校于 月 之十 日 开学
” ？

，

可知为 ９ 月 １ ０ 日 。 《 清华周 刊 》第 １ ４６ 期
“

校闻
”

中显示 ， 杨世恩为 中二级 乙班英文

班长兼国 文班长？ ，
因此他所在班级是 乙

班 。

杨世恩毕业后入清华研究院深造一年

虽 已 为学界所知 ， 但具体情形依然是一个

谜团 。 笔者发现 了 不少关键 的证据 ， 恰可

解开这一谜团 。

清华研究院成立于 １ ９２５ 年 ，据当年的

清华大学 《研究 院章程 》 ：

“

清华学校 旧 制
‘

大一
’

级毕业生 ， 得学校推荐及专任教授

许可者 ，得为本 院特别学员 。

”
＠杨世恩毕

业于 １ ９２５ 年 ，
正好有资格人研究 院 。 《 清

华周 刊 》第 ３４９ 期 中 有一则 《 毕业入研究

院 》 的 消 息 ，
云 ：

“

大一 级 同 学 罗 伦 、 王 国

忠 、杨世恩三君 ， 闻 已 决定毕业后 留 国
一

年 ，
人本校研究 院攻求经史之学 ， 以 期深

造 。

” ？而且 ， 《清华周 刊 》第 ３ ５０ 期上研究

院 《学生 一览 》 中 有杨世恩之名 ？ ， 《 清华

年报 》 （
１ ９２５

—

１ ９２６
） 上关于研究院 国文系

的介 绍 中 ， 杨 世 恩 为
“

未 交 照 片 之 学

员
”

？
。 这些证据充分证 明 ， 杨世恩 １ ９２５

年秋至 １ ９２６ 年夏是在研究 院攻读 。 由 研

究皖 《学科范围 》 中所说
“

该院定于九月 十

四 日
，
正式始业

” ？ 可知 ， 研究 院 的开学 日

期为 １ ９２５ 年 ９ 月 １ ４ 日 。 杨世恩在研究 院

研究 的课题也有幸被找到 。 《 清华 周 刊 》

第 ３ ５５ 期上研究 院 《研究题 目 汇录 》 中 ， 杨

世恩 的研究题 目 为 《诗经 国 风诸篇 之体

裁 》
？

。

遗憾的是 ， 杨世恩原本该与孙大雨
一

同 出 国 留学 ，但是却在去上海途 中不幸染

病去世 。 据 《清华周刊 》第 ４３０ 期 （ 误 印 为

第 ４２９ 期——笔 者按 ） 上 的 《 子惠 纪念基

金征求启 》 和 《杨子惠传略 》 ， 杨世恩 １ ９２６

年春末 回上海做 出 国 的准备 ， 在杭垣游程

中 ，饮食失慎患 肠热症 （ 即 伤寒 ） ， 回 到 上

海 ， 为医家所误 ，
１ ９２６ 年 ７ 月 １ ８ 日 下午 四

点于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小楼上逝世？ 。

关于孙大雨 的入校情况 ， 孙大雨 自 称

是
“

１ ９２２ 年考人高等科
” ？

， 但并未提及插

人的年级 ，
１ ９２３ 年 ６ 月 出 版 的 《第九次增？

刊 》上 的 《 教职员 及在校 同 学通信住址
一

历
览 》 中显示 ， 孙大雨 以

“

孙铭传
”

之名 被列＃
人高二级名 单 内

？
， 可见插人 的年级是高Ｓ

二级 。 《 民 国十
一年至十二年校历 》 显示 ：＠

１ ９２２ 年 ７ 月 ３ 日
， 高 等科插班生人学试场

验 ；

９ 月 ８ 日 至 ９ 日
，新 旧学生报到缴费 ；

９

月 １ １ 日 开学典礼？ 。 可知孙大雨人学 的
Ａ

具体流程与 时 间 。 孙大雨 的毕业时 间 ， 据

《清华周 刊 》第 ３４８ 期
“

校 闻
”

， 大一级毕业

典礼 日 为 １ ９２５ 年 ６ 月 １ ７ 日
？

。 此外 ， 孙

大雨说 ：

“

只要修完高等科毕业 ， 就取得官

费去美 国 留学的资格 。

”
＠这一说法是错误

的 ， 当时髙等科 四年级已经改为大一级 ， 因

此 ，他在清华的三年依次上的是高二级 、高

二级 、大一级 。

关于孙大雨 出 国 的具体 日 期与行程 ，

笔者从 《 申 报 》 中 找 到 了 关键证据 。 据

１ ９２６ 年 ８ 月 ２ １ 日 《 申 报 》 第 １ １ 版上题为

《 明晨乘麦金兰号放洋之赴美生 》 的 消 息 ，

其 中赴美清华学生名 单 中有孙铭传 （ 孙大

雨 ） 。 行程安排为 ：

“

于二十二 日 晨八时 由

沪启锭 ，
二十 四 日 到神 户 ，

二十五 日 开 ，
二

８ ５



十六 日 到横滨 ，

二十七 日 开 ， 九月 七 日 到美

西雅 图 。

”

１ ９ ２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申 报 》 第 １ １

版上有 《 大批学生今晨乘 麦 金兰号 赴 美 》

的 消 息 ， 赴美学生 于 昨 日 下 午 四 时起陆续

登上麦金兰号 邮轮 ， 邮轮于 当 日 八时启 航 。

此外 ，

１ ９２６ 年 ９ 月 １ ０ 日 《 申 报 》第 １ １ 版上

有 《 清华赴美学生等 已抵美 》 的 消 息 ， 称赴

美学生 已 于本月 ７ 日 抵达西雅图 。 以上文

献资料足 以证 明孙大雨于 １ ９ ２ ６ 年 ８ 月 ２ ２

日 出 国 ，
９ 月 ７ 日 到达美 国西雅 图 。

当 年 《清华年 报 》 特意给毕业生每人附

上本人照片和一段简介 。 除饶孟侃外 ，朱湘 、

孙大雨 、杨世恩三人都享受 了这种待遇 。 朱

湘简介的 中译文 已见于陈越的 《朱湘清华时

期行状及集外佚诗文钩沉》 （ 《汉语言文学研究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４ 期 ） ，在此不再赘述 ， 兹将杨世恩与

孙大雨的简介译文发布如下 ：

杨世恩

浙江 鄞县

英文部分译文 为 ：

杨 不 想 让他 的 生 平 像莎 士 比 亚 的

生 平 一 样 ， 成 为 一个谜 ，
因 此 他 允 许 在

《 清 华 年 报 》 中 插 入 以 下 几 行 文 字
， 作

为 后 来 学 者 的 史 料 ， 因 此 他 写 道 ：

１ ９０４ 年 ４ 月 １ ２ 日 出 生 ，

１ ９ ２５ 年

夏 天 穿 着 西 服 出 国
；

３０ 岁 结 婚 ，
１ ９６５

年 去 世 。

“

五 柳 先 生 本 在 山
， 偶 然 为 客 落

人 间
”

。 他 虽 然 喜 欢 以 五 柳 先 生 自

命 ， 可 是 先 生 不 求 甚 解 ， 他 一 进 图 书 馆

便 要 啮 文 嚼 字 ； 先 生 鹑 衣 百 结 ， 环 堵 萧

然 ， 他 还 不 时 接 到 挂 号 信 ？
。 （ 按 ：

此

段原 为 中 文 ）

可惜造化弄人 ， 杨世恩英年早逝 ， 他 的

这段人生规划都成 了 梦幻泡影 。 倒是在无

意 间 留 存 了关于杨世恩 的 出 生 日 期 和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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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ＳＭＢ五柳先生自命 ， 可是先

生不求甚解 ， 他一進闽饥雜要喷文

嚼字 ； 先生？結 ． 珉《？然 他涅

不祕働齡

《 清 华 年 报 》 上 杨 世 恩 信 息

清华读书时的些许宝贵资料 。

孙铭传

江 苏上海

英 文部分译文 为 ：

我们 的 大诗人 ，

一个永 恒 的 梦想 家 ，

反叛一切传统 的 社会观念 而珍视完善 自

我和世界 的 希望 。 他感 叹真 正 友谊 的 珍

稀 ，在荷花池 畔 的沉思和 阅 读他敬爱 的诗

人 Ｐ ． Ｂ ． 雪莱 的 作 品 中 寻求 慰籍 。

他 现 在 还 是 个
“

豹 隐
”

的 诗 人 。

生 活 太 单 调 了 ，
烟 士 波 里 钝 不 来 ； 所 以

他 作 品 不 多 ， 古今 中 外 的 诗 人 ， 他 景 慕

的 只 英 国 的 薛 蕾 。 他 又 信 庄 子
“

天 地

与 我 为 一

， 万 物 与 我 并 生
”

的 诗 底 哲

学
？

。 （ 按 ：
此段原 为 中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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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還是似 丨豹踗 ： 的誶人 〇迮活太

ｍｕ 焯ａ
？

波见鈍不來 ；所以他作品

不多 ． 古今中外的 ｆＵ ． 他钕￡的Ｕ英
國讷薛诳 。 他又Ｗ莊＋ ｉ 太池與我？

ｍ物與我並生 】 的詩ｅｗ學。

《 清 华 年 报 》 上孙 大 雨 （ 孙 铭 传 ） 信 息

二
、清华 四 子与清华文 学社

清华 四子都是清华文学社成员 ， 但是 ，

他们 的人社 时 间 、 职 务 变迁及参 与 文学社

活动 的情况 却 仍然 只 存 在 于 零 星 的 叙述

中 ，
且多有舛误 ， 有进一步考证 的必要 。

杨世恩与饶孟侃的人社时 间是最容易

确定 的 。 杨世恩是在清华文学社成立时就

加人的 ， 据 《 清华 周 刊 》 第 ２ ２ ７ 期
“

校 闻
”

，

清华文学社于 １ ９ ２ １ 年 １ １ 月 ２０ 日 晚七 时

举行成立大会 ，公布 的 １ ４ 位社员 名单 中 就

有杨世恩？ 。 饶孟 侃 的 人社 时 间 见 于 《 第

八次临时增刊 》 ，

１ ９ ２２ 年 ５ 月 ２ １ 日 文学社

开
“

送 旧 迎新 会
”

， 送 闻 一 多 等 人 出 国 留

学 ， 欢迎饶孟侃 、 万卓 恒 、 郭协邦 、 马杰 、 程

瀛元 、高瀚 、梁思永 ７ 人人社？ 。

孙大雨 和 朱湘 的 人 社 时 间 则 没 有 定

论 。 孙大雨 的 人社时 间 ， 目 前研究 中 最具

体的 时 间 是 陈 子 善 先 生 在 《 硕 果 仅 存 的
“

新月
”

诗人孙大雨 》 中 提 出 的 １ ９ ２２ 年 １ ０

月 前 ， 其证据就是 闻
一 多 １ ９ ２２ 年 １ ０ 月 ２ ７

日 致梁实秋信 中 提 到 的
“

我们加 入 了 两位

新会友——郑君 骏 全和孙 君 铭传
” ？

。 笔

者认为还可 以 更 进一步推算 出 具体 日 期 。

１ ９ ２ １ 年 １ １ 月 ２０ 日 清华 文学社 成 立 时共

人社 １ ４ 人 ，

１ ９ ２ １ 年 １ ２ 月 ２ 日 开第 二次常

会 ，新加人二人 ： 吴文藻 、盛斯 民 ， 加人后共

有 １ ６ 人？ ，

１ ９２２ 年 ５ 月 ２ １ 日
， 饶孟侃等 ７

人入社
，
加入后共 ２３ 人 ，

以 上社 员 名 单 中

均无孙大雨 。 据 １ ９ ２ ２ 年 ９ 月 ２ ３ 日 《 清华

周 刊 》第 ２５ １ 期
“

校 闻
”

， 文学社
“

上周 五
”

开会 ， 新 增 社 员 两 名 ， 增 加 后 共 ２５ 人 ？
。

这里所说的
“

上周 五
”

即 ９ 月 １ ５ 日 。 闻一
＇

綴
多在 １ ９２２ 年 １ ０ 月 ２７ 日 的 信 中 还 提 到 他

在周 刊和私人通信里得悉文学社创办杂志

的 消 息和 出 版丛书 的计划 ，
经核查 ， 这些信

息均见于 《清华周 刊 》 第 ２ ５ １ 期 。 另 外 ， 他＠

信中提到 的行 素 的 《 回 清华之前一 夕 》 也￥

见于该期？ 。 可 见 闻 一 多 所说 的
“

周 刊
”

指 的 正 是 《 清 华周 刊 》 第 ２５ １ 期 。 从这一

时期 闻一多 与 清华 同学 的 通 信来 看 ， 闻
一

多收到 清 华 同 学来信通 常 需 要 一 个 月 左

右 ，
也就是说 ， 闻一 多收到 的信 的 发 出 时 间

大约在 ９ 月 下 旬 ， 再加 上 ９ 月 ２３ 日 至 １ ０

月 ２７ 日 之间 《 清华周 刊 》 上关于 文学社 的

新闻 中 除 了 第 ２ ５ １ 期外未见有增加社员 的

消息 ， 闻
一多信 中 提 到 的两 位新会友郑骏

全和孙铭 传 （ 孙 大雨 ） 应该 就 是 《 清华 周

刊 》第 ２５ １ 期 上 提 到 的 两位新 增 社 员 ， 所

以 ， 孙 大 雨 加 入 清 华 文 学 社 的 时 间 应 是

１ ９ ２２ 年 ９ 月 １ ５ 日 。

朱湘入社的 大致时间也是可 以推算 出

来 的 。 从以 上对孙大雨人社时 间 的推论可

知 ，
既然直到 《 清华周 刊 》 第 ２５ １ 期 出 版 为

止朱湘并未 出 现在文学社社 员 的 名 单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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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朱湘 的人社时 间 必定 晚 于这一 曰 期

（ 即 １ ９２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 。 据 《清华周 刊 》

第 ２６６ 期
“

校 闻
”

， 文学社于 １ ９２２ 年 １ ２ 月

２９ 日 曾 聚 会 选 举 职 员 ， 朱 湘 被 选 为 书

记？
＾可见此时 已经入社 ，

因此朱湘人社时

间应在 １ ９２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至 １ ９２２ 年 １ ２ 月

２９ 日 之间 ，具体 日 期还需进一步考证 。

清华 四子在文学社中 的职务和参与活

动的情况 ， 学界之前关注不多 。 据现有资

料显示 ， 文学社常设职务有 书记 、干事 、会

计 、会所管理 ，其 中 书记是文学社的核心领

导 。 下设三个组 ：诗歌组 、小说组 、戏剧组 ，

社员可 以 同 时为不 同小组 的成员 ， 每组设

主席一 名 ，

一般情况下 每学期改选一 次 。

文学社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 ，

一是做报告 ，

先 由
一位或数位社员 做报告 ， 然后大家讨

论 （ 又分为全体成员 参加 和分小组进行两

种 ） ；

二是请名 人做演讲。 笔者就 目 前掌

握的信息 ，
以 时间 为序将 四人 的职务变迁

和参与活动的情况列表如下 ：

清华 四子职务变迁及参与活动 资料来源

１９２ 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晚开常会讨论
“

文学可 以职业化么 ？

”

杨世恩为报告人之一
《清华周刊 》 １９２ １ 年 １ ２ 月 ３０

日 第 ２３２ 期

文学社于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６ 日举行本学期 （ 即 １ ９２２
—

１９２３ 学年上学期 ） 最后聚会 ，

杨世恩被选为下学期会所管理

《清华周 刊 》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１ ３

日 第 ２３４ 期

１ 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文学社开会 ，朱湘被选为书记 ，饶孟侃被选为干事
《清华周刊 》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６ 日

第 ２６６ 期

饶孟侃于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９ 日 晚召集文学社丛书编辑经理会议
《清华 周 刊 》 １ ９２３ 年 ３ 月 １ ６

日 第 ２７３ 期

文学社拟于 １ ９２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清华学校建校十二周 年纪念 ） 出 版 《文艺汇

刊 》 ，杨世恩担任校内发行经理 ，饶孟侃担任京内发行经理 ，朱湘担任书记

《清华周刊 》 １ ９２３ 年 ４ 月 ６ 日

第 ２７６ 期

文学社上周开会 ，选举本学期职员 ，饶孟侃为干事 ，朱湘为书记兼诗歌组主席 ，

杨世恩为会所管理 。 留学生组织起文学社支会 ，
支会干事为闻一多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５

曰 第 ２８８ 期

小说组每半月 开会一次 ，
已报告的有朱湘的 《花月 痕 》及杨世恩的 《埚堤孩》 （徐

志摩译 ）

《清华 周 刊 》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 １ １

曰第 ３０２ 期

文学社职员 ：文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即
“

书记
”

ｈ朱湘 ；干事 Ｍａｎａｇ
ｅｒ

：饶孟侃 ；会所管理

Ｃｌｕｂ－ｒｏｏｍＭａｎａ
ｇ
ｅｒ

：杨世恩 ；会计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
：孙铭传 （孙大雨 ）

＠
《清华年报 》 （

１９２３
—

１９２４
）

文学社选出本学期职员 ：干事饶孟侃 ，书记兼会所管理杨世恩 ，
会计孙铭传 （孙

大雨 ）

《清华周刊 》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 １ 日

第 ３０３ 期

文学社上学期大考后 曾开一俱乐会 ，选举职员 ， 杨世恩为干事兼会计 ，
孙铭传

（孙大雨 ） 为书记兼会所管理

《清华 周 刊 》 １ ９２５ 年 ２ 月 １ ３

曰第 ３３５ 期

孙铭传 （孙大雨 ）来函 ， 内容为 ：

“

文学社本学期书记为翟楚君 。 鄙人乃一光杆

社员并非职员 。 特此声明更正 。

”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５ 年 ２ 月 ２０

日第 ３３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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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上表 以 及其他相关史料 ，
可 以 大

致勾勒 出 清华 四子在清华文学社 中 的活动

轨迹 。 自 文学社成立至 １ ９２２ 年底 ， 只有杨

世恩在文学社中担任职务 。 从 １ ９２３ 年起 ，

随着朱湘 的加人并担任 书记 ， 饶盂侃与孙

大雨也相继在文学社担任重要职务 ，

１ ９２３

年遂成为清华 四子在文学社活动 中最活跃

的一年 。 朱湘刚上任 即赶上文学社筹划 出

版 《文艺汇刊 》 ， 饶孟侃 、 杨世恩也参 与其

中 ， 饶孟侃还为此专 门 召 集过编辑经理会

议 。 朱湘 、饶孟侃二人都在 《文艺汇刊 》上

发表有诗文 ，孙大雨虽然没有担任职务 ，但

也在 《文艺汇刊 》上发表有诗歌 ， 清华 四子

在文学上 的合作交流 由 此开始 。 《 清华年

报 》 （
１ ９２ ３

—

１ ９２４
） 显示 ， 清华 四 子 曾

一度

全揽 了文学社社务 ， 成为文学社 的 中坚力

量 。 从 １ ９２３ 年夏天朱湘寄 给孙大雨 的若

干信件 中可知 ， 这
一年暑假 中 ，朱湘还通过

文学社轮 回信 的方式与社友进行交流 ， 讨

论文学社的事务 （ 比如 ８ 月 ２ １ 日 朱湘致孙

大雨 的信中提到他在文学社轮 回信 中提议

办不定期 刊 物或季 刊
？

） 。
１ ９２３ 年秋 ，

留

学海外 的文学社社员 组织起文学社支会 ，

可见闻一多等人并未 因 出 国就中断与文学

社的联系 ； 诗歌组仍长期定期邀请学 者演

讲 ， 文学社的活动也并未 因 闻
一多 、 梁实秋

等人的相继 出 国而走 向 停滞 ， 只是 因 为没

有可 以集 中发表作 品 的刊物而显得成果寥

落 。 由 海外组织文学社支会的新 闻 为朱湘

所编发可知 ， 朱湘至少在 １ ９２３ 年就开始和

闻
一多取得 了 联 系 ， 为后来清华 四子与 闻

一多共同探讨诗艺埋下 了伏笔 。 清华 四子

也正是在 １ ９２３ 年共 同 管理文学社会务及

参与文学社活 动 中建立 了 深厚 的友谊 ，
也

就是说 ， 清华 四子过往甚密 的现象并非始

于 １ ９２５ 年他们合租同住在北京西单梯子

胡 同 的两间屋子之时 ，
而是早在 １ ９２３ 年 已

经开始 了 。

１ ９２４ 年初 朱 湘 离 校 后 ， 会务 由 杨 世

恩 、饶孟侃 、孙大雨三人接管 。 饶孟侃肄业

后 ， 杨世恩 、 孙大雨 曾 先后担任文学社 书

记 。 在孙大雨担任文学社 书记期 间 ， 他利

用在 《清华周 刊 》担任文艺栏主任 的便利 ，

促成 《文艺增刊 》 的续刊 ， 给文学社社员提

供了一个发表作 品 的 阵地 。 在此期 间 ，孙

大雨也与梁实秋 、 闻
一多建立起联系 ， 为后

来 闻一多 回 国后与清华四子重聚发起新诗

形式运动奠定 了基础 。
１ ９２５ 年 ， 孙大雨在

《清华周 刊 》第 ３ ３ ６ 期上发表来 函 ， 表示不

担任文学社书记 。 从孙大雨来 函 的语气推

测 ， 孙大雨与清华文学社其他社员 之 间 发

生 了矛盾 。 孙大雨毕业后 ， 杨世恩成 了 清

华 四子 中 唯
一 的在校生 ， 而且他也无心会 Ｔ

，

务 了 ， 于 是 在 《 清 华 年报 》 （
１ ９２５

—

１ ９２６
）Ｗ

中 ， 杨世恩 （署名
“

恩
”

） 发表声 明 ：

“

芊来本￥
会 因会友离校较多 ，在校人数 日 少 ，

已致精＃
神逐渐不振 ，会务与时俱衰 。 及至今年 ，

几^
人完全停顿状态 ， 而杨君世舉实 负 其咎 。

盖本会新职员 虽早 已依法产 出 ， 而杨君
一＠

再延误 ，
不克遽办交代 ，

以 致 目 前无可 陈＿
述 。 幸会友 皆有复兴本会之意 ， 将于本学

期开一新纪元云 。

” ？ 至此 ， 清华 四 子从文

学社 中相继全部退 出 （ 直到朱湘后来复学

后才又 与 文学社重新建立起联 系 ） ， 但是

这并非意味着他们 的走散 ， 相反 ， 他们在与

文学社其他社员拉开距离 的 同时才真正凸

显 出他们对新诗具有浓厚的兴趣 。 也正是

基于这一共同 的兴趣 ，他们 １ ９２５ 年得 以 与

闻
一多 、刘梦華等志 同 道合 的新朋 友逐渐

汇聚 ， 而那
一次新 的汇聚对于新 月 诗派形

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新月 诗派源 自 清华

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 由 以上论述看来 ，清

华 四子是促成新月 诗派形成的重要 因素 。

朱湘复学后 ，
虽然只在清华待 了

一年 ，

但在文学社 中是 当 之无愧 的 核心人物 ， 罗

念生 、罗 皑岚 、柳无忌等人走 上文学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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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湘的提携鼓励有密切关系 。 而且他还

组织编印 了清华文学社的第二辑会刊——

《文艺汇刊 》 （ 由 于编辑疏忽 ， 被印为
“

文艺

会刊
”

） ，促进 了清华文艺 的发展 。

三 、清华 四子的编辑活动

当时的清华学校有不少 刊物 ， 大多是

由学生主办 的 ， 其 中 《清华周刊 》是规模最

大的学生刊物 ， 除主刊外 ，还在不 同时间段

出版有 《清华年报 》 《文艺增刊 》 《书报介绍

副刊 》 《 临时增刊 》 《清华文艺 》等副刊 。 清

华 四子在校期 间都参与过编辑活动 ， 尤其

是与 《清华周刊 》 的关系 比较密切 ， 为更直

观地呈现清华 四 子 的 编辑活动情况 ， 现列

表如下 ：

姓名 职务变更 资料来源

杨世恩

任 《清华周 刊 》 中
一级访员 《 清华周 刊 》 １ ９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４ 日 第 １ Ｗ 期

任 《清华周 刊 》 中文访员 《 清华周刊 》 １ ９ １ ８ 年 ３ 月 １ ４ 日 第 １ ３ ２ 期

任 《通俗周报 》第二期集稿员 《清华周刊 》 １ ９２０ 年 Ｉ ２ 月 ３ １ 日 第 ２０５ 期

任 《通俗周报 》责任投稿员 《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 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第 ２ １ ７ 期

任 《 清华周 刊 》集稿员 《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 １ 年 ９ 月 １ ５ 日 第 ２２３ 期

任 《清华周 刊 》社学生代表 《 清华年报 》 （
１ ９２ １

）

任 《清华周刊 》 复刊后第三期集稿员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 １ 年 １ １ 月 １ １ 日 第 ２２５ 期

任 《清华周 刊 》 文艺栏集稿员 《清华周刊 》 １ ９Ｍ 年 ９ 月 ２３ 日 第 ２５ １ 期

任本期文艺栏集稿负责人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２ 年 １ ０ 月 ７ 日 第 ２５ ３ 期

任 《清华年报 》 中文编辑 《清华周 刊 》 １ ９Ｍ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第 ３ １ ６ 期

朱湘

任 《通俗周报 》集稿员 《清华周刊》 １ ９２ １ 年 ９ 月 １ ５ 日 第 ２２３ 期

任下学期 《清华周 刊 》 编辑兼经理 《清华周刊 》 １ ９２３ 年 ５ 月 １ ８ 日 第 ２ ８２ 期

任 《 清华周 刊 》 书报介绍栏主任兼特载栏成员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３ 年 ９ 月 ２ １ 日 第 ２８６ 期

辞去 《清华周刊 》编辑职务 《清华周刊 》
１ ９Ｍ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第 ２ ８７ 期

孙大雨

任 《清华年报 》 中文编辑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４ 年 ５ 月 ３ ０ 日 第 ３ １ ６ 期

任 《清华周 刊 》文艺栏主任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４ 年 ９ 月 １ ９ 日 第 ３ １ ９ 期

任 《清华周 刊 》文艺栏主任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５ 年 １ 月 ９ 日 第 ３ ３４ 期

辞去 《清华周刊 》编辑 《清华周刊 》 １ ９２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第 ３４０ 期

饶孟侃

任 《清华周刊 》新 闻栏编辑 《清华周刊 》 １ ９２３ 年 ９ 月 ２ １ 日 第 ２８６ 期

任 《清华周刊 》新 闻栏主任 《清华周 刊 》 １ ９ ２３ 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第 ２卯 期

任 《清华周 刊 》新 闻栏 主任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４ 年 ３ 月 １ 日 第 ３０３ 期

辞去 《 清华周刊 》新 闻栏主任 《清华周 刊 》 １ ９２４ 年 ３ 月 ２ １ 日 第 ３ ０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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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朱湘还参与过清华文学社 《 文

艺汇刊 》 《 文艺会 刊 》 和 《 消 夏旬 刊 》 的 编

辑 。 这些编辑活动使他们熟悉编辑部 的运

作流程 ， 为 他们将来办 刊物积 累 了 经验 。

在杨世恩 、孙大雨担任编辑期 间 ， 对文学社

社员作 品都起到过传播推介 的作用 ， 孙大

雨 的贡献尤大 。 正是 由 于他 的努力 ，
已 经

被迫停办 多 时 的 《清华周 刊
？ 文 艺 增 刊 》

得 以重刊 ， 对促进清华文学社 以及清华文

艺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原来 的 《 文艺 增 刊 》 于 １ ９２２ 年 １ １ 月

创刊 ， 虽然 名 为 《 清华周 刊 》 的 副 刊 ， 但 由

于是文学社主办 ， 梁实秋 、余上沅等人曾任

主编 ， 所 以 刊登的大多是文学社的作 品 ， 由

此引起无法参与其 中 的 同学们 的不满 ， 被

讥为
“

包办
”

，
后来 编辑部 因 为发行 《 文艺

增刊 》致使办 刊经费不足而提议提高 《 清

华周 刊 》定价时 ， 引 起很多学生 的不满 ，再

加上编辑部 内 部 和 文 学社 内 部都分歧严

重 ，导致 １ ９２３ 年 ４ 月 《文艺增 刊 》在 出 版 ５

期后停刊 。 孙大雨担任文艺栏主任后 ， 即

开始筹备重新 出 版 《 文艺增 刊 》 ， 在 《清华

周 刊 》第 ３ １ ９ 期上发表 《 〈 文艺增 刊 〉 续刊

旨趣 》 （署名
“

传
”

） ， 说 明 《文艺增刊 》续刊

的缘 由 并 向 同 学 们 宣 传文 艺 的 重 要 性 。

１ ９２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７ 日
， 《文艺增刊 》第 ６ 期 附

于 《清华 周 刊 》 第 ３ ２２ 期 出 版 。 至孙大雨

提出 辞职时 ， 《文艺增刊 》 出 版至第 ８ 期 ，

然而从第 ９ 期 的 内容来看 ，有不少闻
一多 、

梁实秋 、孙大雨 的作品 ， 似 已经被孙大雨编

辑完成 。 孙大雨在编辑 《 文艺增刊 》期 间 ，

刊发 了 闻一多 、梁实秋及他本人 的 不少重

要诗文 ，对促进文学社创作 的发展起到 了

重要作用 ，
虽然后来 因 为人事纷扰 ， 孙大雨

辞职 ，但 已经成功地为清华文艺保 留 了
一

方赖 以生存 的 空 间 ， 后来 ， 《 文艺增 刊 》 更

名 为 《清华文艺 》 ， 断续 出 版至 １ ９２７ 年 ， 后

又有 《文学会 月 刊 》 《文学 月 刊 》 等文艺 刊

物 ，
正是借助于这些文艺刊物 ， 清华文艺得

以存续发展 。 罗念生 、 罗 皑岚 、曹葆华 、 孙

毓棠等一批诗人 、作家都是从这些刊物 出

发走 向 文坛的 。

结语

打开历史 的尘封 ，
回 顾清华 四子 的清

华往事 ， 我们可 以更清晰地探寻到他们文

学的起点 以及他们从清华文学社 出发走 向

新月 诗派 的 曲折历程 ， 并 由 此确认清华 四

子在清华文学社及新月 诗派形成 中所起到

的关键作用 。 而在现有 的研究 中 ， 除朱湘

外 ，对清华四 子其他三子尤其是孙大雨在

清华文学社及新月 诗派形成过程 中 的重要

作用显然是低估 了 。 目 前学界对这段史料

的整理考辨还存在诸多不足 ，语焉不详 、莫

衷一是甚至 以讹传讹 的现象一直存在 ， 制

约甚而误导 了对新月 诗派源头 的研究 。 本

论文对清华 四 子清华 园 时期 活动 的考证 ，

正是 出 于对这段历史补 阙正误的考虑 。 希

望能引起学界对这
一领域 的重视 ， 为新 月

诗派研究奠定坚实 的文献基础 。

［ 作 者 单位 ：
河 南 省 社会科 学 院 文 学研 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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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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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料 消 息

“

郑超麟在 中 共 中 央机关史料征集与 整理
”

学术研讨会在 中 共 四 大纪念馆 召 开
｜

｜
｜

｜

｜ ＞ Ｉ
＊

会议 由 上 海 市 中 共 党 史 学会 、 《 上 海 宣 传 通讯 》 、 中 共上 海 市 虹 口 区 委

！

：

：党 史 办公 室 、 中 共 四 大 纪念馆 联合举 办 ， 于 ２０ ２ １ 年 １ ２ 月 ２ ６ 日 在 中 共 四 大
＂

？ ｜
？

ｉ

ｉ

ｉ纪念馆 召 开 ， 来 自 线 下 线上 的 党 史 专 家 、 学 者 ８０ 多 人参加 了 会议 。 会议 围

：

；绕 郑超麟在 大 革命 时期 尤 其是他参与 编 辑 出 版 的 《新青年 》 《 向 导 》 《 热 血 曰

Ｉ报 》 《 布 尔 塞 维 克 》 等早期 党 刊 党报 的 宣 传 工作进行 了 讨论 。
１ ９２４ 年 ９ 月

，

ｉ
ｓ郑 超麟 与 陈 延年等从莫 斯科 东 方 大 学 回 到 上 海 ，

被 中 共 中 央 安排 在 中 央 宣
｜

Ｈ Ｉ

＊

Ｉ传部从事 党 的 宣传 思 想 工 作 ， 《 共 产 主 义 的 Ａ Ｂ Ｃ 》 就是他 的 重 要翻 译 成 果 ；

Ｉ

Ｉ

：大革命失败后 又被安排 在 中 共 中 央机 关报 《 布 尔 塞 维 克 》 担任 主 编 。 会上

：
：发放 了 影 印 的 《 郑 超 麟 早年 文选 》 （

１ ９ ２２
—

１ ９２９
） 和 《 共 产 主 义 的 ＡＢＣ 》 ，

为

！

：

！党 的 历 史研 究 和红 色 文 献翻译研 究提供 了 有 重要价值 的 第
一 手 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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