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的热血青年
吴文祺的父亲是《辞通》的编纂者朱起

凤，朱起凤的外祖吴浚宣曾出任清翰林院检

讨，三年后回到故乡海宁，执掌安澜书院。吴

文祺早年秉承家学，研习音韵训诂，协助父亲

编纂《辞通》。

吴文祺青年时代就接触进步书籍，他曾在

《新民晚报》副刊中撰文细述：“我十七岁时

（1917年），开始阅读《新青年》，对于其中的文

章，起初感到新奇有趣，逐渐觉得正确合理。

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质问〈东方杂志〉记

者》……特别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

己》《药》等，唐俟（后来才知道是鲁迅的另一笔

名）的《随感录》，更能发人深思，回味无穷。”

1921年，吴文祺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

旬刊》上发表了文章《对于旧体诗的我见》，引

发文坛大辩论。吴文祺因此走上研究音韵学

之路，他自嘲这是“逼上梁山”。而进一步研

究上古音的目的，他的原意是为了写一篇介

绍父亲《新读书通》的文章，“《新读书通》搜集

从上古到宋元典籍中的双音通借词语，因声

求义，由声音以通训诂。我既要帮助著者搜

集资料，又准备写文介绍此书的特点和功

用。如果不懂古音，就无法进行。”

吴文祺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

来辗转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坚持进行马克思

主义的学习、宣传和研究。他先后在厦门集

美高级中学及高级师范、上海浦东中学、浙

江温州第十中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

任教，同时继续进行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研

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祺写出了《新

文学概要》《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被

称为我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致力于编纂辞书
1941年，日伪政府所办大学请吴文祺赴

任教授，他坚决拒绝，并改名换姓，开设了一

家旧书店维持生计。对于这家书店，吴文祺

的旧识朱子南曾撰文透露：“1945年10月抗

战胜利后出刊的《开路》上的一则‘文化界动

态’，其中写有吴文祺开的书店店号为‘文华

阁书店’，位于马当路辣斐德路口。店内书籍

之来源也有提及，为他‘藏书之一部’。”

抗战胜利后，书店歇业，吴文祺重返文化

界、教育界。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暨南

大学校务常务委员，兼任文学院院长。1951

年，吴文祺调至复旦大学，先后担任汉语教研

室主任、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副主任、语言研

究室主任、一般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

吴文祺位列复旦中文系“十老”，为中文系的

学科建设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在语言学教学之外，吴文祺还参与了《辞

海》编纂，进行了《辞通续编》的整理。1961

年春，《辞海》集中修订，专家教授们在外滩浦

江饭店待了几个月，几乎是从选词讨论开始，

全部从初稿写起。1963—1964年自冬至春，

又有第二次的浦江饭店专家大集中修改。人

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也曾在《新民晚报》

“夜光杯”中撰文回忆这段历史，其中特别提

到了吴文祺教授，“不少专家已上年纪，天天

挤公共汽车来回，有些就住在饭店。记忆中，

天天开夜车的是复旦的吴文祺教授。一天工

作八小时以上，不少条目是逐句讨论，一些典

型条目，还写在小黑板上，逐字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吴文祺着手整理父亲

朱起凤编纂的大型工具书《辞通》。《辞通》出

版于1934年，朱起凤此后又在零散小纸片上

做过札记，计有五六十万字，有些是改正前编

错误，有些是补充前编书证，也有一些新增条

目。吴文祺最后编成的《辞通续编》达70万

字，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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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祺 曾在浦江饭店修订《辞海》
外白渡桥东侧，一座具有浓郁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格外

引人注目，这就是有着近200年历史的浦江饭店。这里亮起了上海
第一盏电灯，接通了上海第一部电话，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
易所。也是在这里，一群专家教授对《辞海》进行了集中修订，其中
就有复旦名师吴文祺。
吴文祺是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家，在复旦任教40余年，

曾任《辞海》《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编著有《侯方域文选注》《曾巩文选
注》《新文学概要》《辞通补编》等。

周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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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位于苏州

河上，南接中山东一路，

北通大名路，由英商克莱

佛兰桥梁公司设计、建

造，1907年底竣工。桥长

106.7米，车行道宽 11.2

米，两侧人行道各宽3.6

米，总面积约2210平方

米。桥上部为钢桁架结

构，下部为两孔设木桩基

础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墩

台，每孔净宽度为51米，

梁底标高6.46米，桥下净

空5.76米。外白渡桥是上

海首座大型桥梁和全钢桥

梁，是南北交通主干桥之

一，1994年被公布为上海

市优秀历史建筑。

上海大厦
地址：北苏州路  号

上海大厦因傍百老汇

路（今大名路）顶端，原名

百老汇大厦，由英商业广

地产公司投资、弗雷泽设

计，新仁记等六家营造厂

承建，1934年竣工。上海

大厦占地面积5234平方

米，建筑面积2.46万平方

米，坐北朝南，平面呈X

形，双层铝钢框架结构22

层，装饰艺术派与美国现

代高层建筑风格相结合。

建筑立面为中高两低跌落

式构图，从11层起逐层收

进，所有顶部檐口均饰以

统一的几何形连续装饰图

案，轮廓线丰富。外墙底

层为暗绿色高级花岗石贴

面，上为浅褐色泰山面砖

贴面，窗裙部分拼成图案，

色调和谐统一。上海大厦

是上海高层建筑趋向现代

主义风格的早期代表。

1951年，陈毅市长将大厦命

名为“上海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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