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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江苏无锡人，中国当代著

名学者和作家。著有《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学术

著作，小说《围城》、散文集《人·兽·鬼》等文学作品。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

商务印书馆组织承担的一项标志性出版工程。该项目采用影

印方式出版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手稿。这些手稿由钱先生

的夫人杨绛女士妥善保存至今，其书写时间从上世纪 30 年代

至 90 年代，数量惊人。此次编辑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

笔记》，是其中数量最大，也是价值最可观的一部分。原稿共

211 本，约计 35000 页，共分 48 册。该书是他循序攻读英语、

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七种语言的

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所涉题材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文

学批评、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此次《钱锺

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全三册）的先期推出，将为全面

展示钱锺书先生在外国文学及相关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拉开序幕。

《《
钱
锺
书
手
稿
集

钱
锺
书
手
稿
集
··
外
文
笔
记

外
文
笔
记
》》

《外文笔记》的意义 ○[德]莫芝宜佳、莫律祺

古时候有“七大奇迹”，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及的吉萨“金字塔”，菲迪亚斯在

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以后，世界奇迹的名录增加了，也包括了中国的长城。《外

文笔记》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它不是把中国与世界分隔开，而是像一座

“万里长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

这些笔记与钱先生本人是分不开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

情、惊人的语言知识、无法抑制的求知欲和对生活的兴趣：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

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书信和自传、优美的诗歌、通俗的故事、轻松的笑话……一切都

令他感兴趣，也值得他用飘逸的书法把长长的段落记录下来。这使摘录笔记变得有

趣而充满享受，我们感觉到：进入钱先生的笔记世界里，读者便置身于一个令人兴奋

的环境中，总能获得惊喜，总能有新的发现。……

钱先生在如此广博的程度上掌握了西方文学，他以这些笔记来表达对西方文

学 价 值 的 高 度 评 价 。 一 家 中 国 出 版 社 能 够 在 他 的 友 人 的 支 持 下 出 版 这 样 的 遗

产，这将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对民族间交流的慷慨贡献。因为从中

国 国 内 来 看 ，这 部 多 卷 本 的 笔 记 是 一 部 外 文 著 作 。 让 西 方 人 扪 心

自问：有没有一家西方出版社会出版与此类似、内容极其丰富的中

国 文 学 著 作 集 ，而 且 还 是 由 一 位 欧 洲 学 者 、用 中 国 书 法 手 写 而 成

的？通过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这项工作的非同寻常之处。

（摘自《钱锺书的〈外文笔记〉》，唐峋译）

《外文笔记》第一辑 ○[德]莫芝宜佳

留学第一年，钱先生涉猎了哪些图书呢？主要是用英文写的文学、

哲学、艺术史和心理学著作。这里仅列举几个例子：圣茨伯里、艾略特、

理查德·阿尔丁顿、欧文·白璧德、乔治·桑塔耶纳、洛夫乔伊、简·奥斯丁、

查尔斯·狄更斯、艾兹拉·庞德等作家的作品，《国家人物传记词典》、《大

英博物馆文献》，还有陪伴他一生的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同时，他还深

入研习法文，越来越多地阅读原文：圣伯夫、古尔蒙、阿尔封斯·都德、阿

纳托尔·法郎士、巴尔扎克、博马舍、福楼拜、维克多·雨果，甚至还有《法

语俚语表》。……

钱先生绝不满足于只阅读英文和法文作品。早在第二本笔记里就已

经收录了弗里德里希·罗高的德文著作，第四本笔记里又摘录了意大利

文《神曲》。还有一次特殊的尝试是第四本中摘录的萨福的诗歌，虽然是

英文翻译本，但有钱先生亲手标上的希腊字母。

（摘自《第一辑简介》，唐峋译）

学 者 寄 语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就是建立文化强国的一块基石。……

《外文笔记》中妙语如珠，常言人之所不能言，如不整理出版，对世界文

化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如能出版，将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重要贡

献。 ——许渊冲

抢救、保存上一代大学问家遗世文字，俾后人传承的必要和迫切

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文化价值，不言

自明。钱锺书先生饱读中西诗书，精通多门外语，凡东西文化有交集或

有相悖之处，引用经典，信手或信口拈来，精妙无比。确实，钱有摄影机

般的天才记忆力，但是恐怕更多的是与钱嗜书如痴，读书全神贯注，对于

书中内容巨细靡遗有关。凡有心得，眼及心动手至，不惮烦 ，随时取笔批注、摘引、记

录。因此钱的《外文笔记》可算是大学问家读书时候第一手的“实时”（real-time）观感

记录，其中有些或许已经写入《管锥编》等著作，更多的可能不及整理而散落至今，不为

人知。应该说，出版钱的《外文笔记》对后学爱书和读书方法方面的启示，也是巨大的。

为什么二战后的西方思想大家，如法国的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和德国的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都会属意于一种开放、流动、无定向、碎片化的前卫书写，亦

即散文甚至是笔记体裁？是不是这种古老的载体将会越来越多地容纳厚重的哲理内容

和学问，而不必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峨冠博带般长篇立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

的“子曰”，西方文明源头上的对话体和语录体，还有现代的钱锺书先生，不都已超前含

有一定的后现代元素？出版钱锺书的《外文笔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构建钱锺书学

术体系，是否也是一大贡献？ ——陆谷孙

《外文笔记》源起 ○杨 绛

许多人说，钱锺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

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在笔记上不

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

锺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锺书用

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

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

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

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

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

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

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

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 Dr. Monika Motsch）来北

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

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

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锺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

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

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

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

来说，该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锺书著作

的人，能是没用的吗？

……

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锺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

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

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锺书留下的笔记和日

札妥为保存。

（摘自《钱锺书手稿集序》）

《外文笔记》的编纂 ○[德]莫芝宜佳、莫律祺

1999年夏天，也就是钱先生逝世半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外文笔记。

那时，杨先生刚刚先后失去了女儿和丈夫。尽管处在身体和精神崩溃的

边缘，她仍然觉得将钱先生的遗作留给后世是她的责任 。于是，她做起吴

刚伐桂似的工作，为出版他的中文、外文笔记做准备。她为笔记贴上很多

细小的页码，有些还加了评语。如果没有她的工作，这些笔记也不可能成

功出版。当时，杨先生请我帮她整理《外文笔记》。

……

2012年4月，我丈夫和我在清华大学重新查阅和整理《外文笔记》。我

们很快发现：鉴于数据浩繁，完全无法预计重新系统编辑它们究竟需要多

少时间和人力物力。因此，杨先生决定，同之前出版钱先生的手稿遗著一

样出版影印本：3万多页笔记由出版社扫描下来，以便以后按约700页一册

出版，共分48册。我们的任务是，给原来随意排列次序的笔记重新编排合

理的顺序，并整理出一份更好的目录。

首先，我们把装订好的笔记本，除了摘录期刊的本子之外，按年代、

根据钱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分成四辑。其次，散页整理成

第五辑，而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整理成第六辑。

第一辑：钱锺书在欧洲（1935~1938）；第二辑：年轻作者和学者

（1938~1949）；第三辑：生活在新中国（1949~1972）；第四辑：国内外名

人 (1972~1998)；第五辑：用打字机打出的书摘；第六辑：普通和学术期刊（1954~1992）。

令人高兴的是，幸亏商务印书馆扫描得非常仔细，混淆和漏掉的很少。对这六辑笔

记，我们每一辑都分别汇总了四个表格：1. 扫描页码：它包括作者名和标为斜体字的书

名，期刊部分用的是杂志名称，还有出版年份，再加上各条书目的扫描页码。2. 眉题文

字：从目录中提炼出简短的眉题文字，以便翻阅时更容易辨别。3. 插图表：放在每卷卷

首的彩色插图。4. 勘误表：列举出可能出现缺页或错置的现象，以便出版社核对原

件。索引目前仅仅以目录为基础，希望将来有人能进一步加以分类，这项工作还有待今

后的科学研究。

钱锺书的摘录艺术 ○[德]莫芝宜佳、莫律祺

摘录的艺术是东方和西方古老的文人传统，在中国尤其受到重视。钱先生对这

种传统掌握得比任何人都好，在笔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对书籍和在摘录中“探险”

的兴趣。

即使对我们欧洲人来说，钱先生所选择的摘录内容也常常出人意料，很新鲜。西方

文学作家和作品是伴随我们长大的，早已为我们熟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常感到，

摘记内容的选择如此睿智，让我们刮目相看。

……

西方有各种类型的摘记作品，比如说蒙田的《随笔录》、叔本华的《附录与补遗》、伯

顿的《忧郁的解剖》，其吸引力恰恰在于出人意料地重新组织在一起的引文。钱先生的

《外文笔记》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摘录的引文是有意识地不与他自己的想法混杂在

一起的。在博学和谦虚的摘录背后难道不正隐藏着独特的创造意识，甚至是向一个全

新的文学类别的迈进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外文笔记》的出版将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呢？也许它应该面向的

是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是中国和西方比较文学专家或者恰恰是——未来的世界公民。

原稿内文 原稿封面钱锺书

《 钱 锺 书 手 稿 集 》 概 貌

钱先生酷爱读书，一生用于读书的时间远多于写作，且每读一书必做笔记。完全

可以说，业已出版的钱先生的著述只显露了他的学问之冰山一角，更丰富的宝藏是在

尚未付梓的读书笔记里。这些笔记的手稿由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妥善保存至今，其

书写时间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数量十分惊人，内容也极其丰富。大致可分

为三个部分：一，《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二，《中文笔记》，

为阅读中国典籍所做的笔记，原稿多达一万五千页左右，涉猎极广，所读所记包括经史

子集、小说院本、乡谣俚语、野史等；三，《外文笔记》，数量最大，共211个大小笔记本，

涉及英、法、德、意、西、拉丁、希腊七种语言的书籍，题材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作品及

批评、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各个领域乃至通俗小说、笑话、百科全书等。钱先生的

读书笔记既反映了一个伟大学者的阅读和研究历程，也是一个精华荟萃的思想宝库，宛

如一座体现了钱先生个性的特别的图书馆。

（摘自《〈钱锺书手稿集〉出版说明》）

《钱锺书手稿集》共分为《容安馆札

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三部分。

《容安馆札记》（全三册）、《中文笔记》（全

二十册）于 2003 年、2011 年先后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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