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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银针／银铃／银钟之响于幽谷

邬 国 义

【提 要 】
１ ９ ３８ 年毛泽 东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 中 ， 引 用 了 徐志摩

“

诗要如银针

之响 于幽谷
”

之语 。 本文论述 了
“

银钟之响 于 幽谷
”

的 渊 源 和 由 来 ， 并提供 了
一 些新 的

资料 ，
以见 当 时报刊 上相关的论争及其反响 。 说 明 由 于毛浓重 的 湖 南 口 音 ， 造成 了 记录

稿 的错误 。

【关键词 】 毛泽东 徐志摩 王统照 鲁迅 银针 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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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时说的 。

”

这样 ， 经过反复核对 ， 终于査
—

明 了记录稿上 的一个讹误 。

？ 后来冯蕙在 《 毛

毛泽东于 １ ９ ３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在鲁迅艺术学
泽东

，
集编辑记事 》 中 也特别提到 此事 的

院的讲话 》 中 ， 谈到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 以来
④

“

艺术论
”

上的争论 ， 说 ：

“

大家可能知道 ， 徐
“

ＭＭ ^

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句话 ：

‘

诗要如银针之响
《晨报副刊 》 上所艳称的

‘

闲话先生
，

的家事似

于幽谷
，

， 银针在幽谷 中怎样幅 ， 我不細 。

自 ，

、

叫道 ：

‘

阿哥 ！

，

那声音正如
‘

银
，
之响于

但我知道他是－个艺术至上主义者。 那时像他
自谷

，

， 向我求告 ，

、

‘

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

这样主张 很多 ， ？这方麵－个傾 。

Ｉ

’

另－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
麵里

＾
研威朝人所做的 《 四书 》 注疏和理

＾
，，①论去 。

”⑤ 这里所说的
“

闲话先生
”

， 指的是 《现

关于毛引用的徐志摩的那句话 ， 现在 《 毛 ２＾
》 下

：
所
＝

泽东文集 》 第二卷的注释说 ：

“

他的这句话 ， 没
家事 ， 是仿徐心摩 １ ９ ２ ６ 年 １ 月 １ ３ 日在 《晨报

有查到出处 。

”② 但据李琦 、 逄先知等纪念胡乔

木的一篇文章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 同志① 《毛泽东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３ 年版 ， 第 １ ２ １ 页 。

在整理这篇文稿时 ， 对记录稿 中 的这句话没有② 《毛泽东文集 》 第 ２ 卷 ， 第 ⑵ 页 。

ｔ法 山 从 口 丨 丨 山 Ｗ ｔ③ 李琉 、 逄先知 、 金冲及 、 潘荣庭 ： 《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
査凊出处 ， 报胡乔木审阅后 ， 他特别提出要査一深切怀念胡乔木同志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９ ３ 年 ５ 月 ３０

明此句的出处 ， 他怀疑
“

银针
”

是
“

银铃
”

之曰 。

误 。 后经査询 ， 从鲁迅 《华盖集续编 》 的 《有④ 騰－ ？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 》 ’ 《党的文献 》 ２卿 年第 １

期

趣的消息 》
一文 中 ， 果然发现有

‘

银铃之响
⑤ 鲁迅 ： 《有趣麵息 》 ， 《鲁迅全集 》 第 ３ 卷 ， 人民文学出版

于幽谷
’

这句话 ， 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社 １ ９８ １ 年版 ， 第 １ ９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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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国义 ： 银针／银铃／银钟之响于幽谷

副刊 》 上发表的 《

“

闲话
”

引 出来的闲话 》
一文当时 ， 王统照 、 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在

而来 。 该文盛赞陈源在 《现代评论 》 上谈法朗杭州 、 南京 、 北京等地的演讲活动 ， 而由徐志

士的 《闲话 》 ， 是一篇
“

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
”

， 摩担任泰氏的翻译。 时泰戈尔一行人乘
“

江裕
”

文中还讲述了一件关于陈西滢的
“

家事
”

：

“‘

阿轮沿长江由上海至南京 ， 王统照的通讯即写于

哥
’

， 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 ，

‘

你不要再做文此行途中 。 文中还多次提到 了徐志摩等 ， 如说 ：

章得罪人家了 ， 好不好？ 回头人家来烧我们 的
“

但弟及志摩随此诗哲往返于沪杭间 ， 时得聆其

家 ， 怎么好 ？
① 鲁迅的文章即写于读了徐志摩言论 ， 按其风采 ， 有为外人所不悉者

”

，

“

自太

文章的次 日 。氏来沪后 ， 与之接近最多者 ， 志摩 、 菊农与弟

然而 ， 对照徐文 ，

“

那声音正如
‘

银铃之响三人 。

”

还讲到当泰戈尔 自杭返沪时 ，

“

在车窗

于幽谷
”’一句 ， 是徐志摩原文中所没有的 ， 是外 ， 有人抱志摩之子仰视 ， 经他人相告 ， 彼乃

鲁迅添加出来的讽谕性的话。 其出处不详 ， 《鲁以其苍髯环绕之唇 ， 吻此可爱之小儿鬓颊
”

迅全集 》 也没有相关的注释 。

？ 而后来的一些研云云 。

？

究者遍査徐志摩 的全集 ， 也终无所获 。 由 于没由上述情况来看 ， 王统照文 中所说
“

声若

有确凿的证据 ，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这句话是鲁银钟之响于幽谷 ， 若清磐之鸣于古寺
”

， 前句即

迅
“

转述徐志摩的话
”

。 缘此之故 ， 正如冯蕙文为鲁迅
“

银铃之响于幽谷
”

所本 。 原文称泰戈

中所指 出 ， 虽说对毛泽东引徐志摩
“

诗要如银尔的演讲
“

声若银钟
”

， 形容泰氏声音的洪亮 ，

针之响于幽谷
”

这句话感到费解 ，

“

由于没有查由于鲁迅文中所说的对象是陈源的妹子 ， 是一

清楚 ’ 只好保持原貌不动 ， 绝对不能妄改 。

”③
位年青的女性 ， 故鲁迅在这里作了一点小小的

后来 《毛泽东文集 》 注
“

没有査到 出处
”

， 正体 更动 ， 将
‘‘

银钟
”

改作
“

银铃
”

， 以描写女性银

现了一种十分严谨审慎的态度 。铃般的声音 。

问题的关键是 ，

“

银铃之响于幽谷
”

究竟是还有一个证据 。 后来鲁迅在 １ ９ ３８ 年所撰的

否是徐志摩的话呢？ 其来源出处又在哪里呢 ？《骂杀与捧杀 》 中 ， 重提十年前的那件往事 ， 写

其实 ， 鲁迅文中此句引语并非出 自徐志摩 ， 道 ： 泰戈尔
“

他到 中 国来了 ， 开坛讲演 ， 人给

而是出 自王统照发表在 《晨报 》 １ ９ ２４ 年 ４ 月 ２ ３ 他摆出一张琴 ， 烧上一炉香 ， 左有林长民 ， 右
曰 《今晚抵京之太戈尔 》 的一篇通讯 中 。 该文 有徐志摩 ， 各各头戴印度帽 。 徐诗人开始绍介

讲到此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 ， 抵沪后及在杭了 ：
‘

晻 丨 叽哩枯噜 ， 白云清风 ， 银磬……当 ！

，

州 、 南京等地演讲的情况 ， 其中描写说 ：

“

太氏 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 ， 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
恒著玄色灰色绛色之长袍 ， 冠印度紫鋒之冠 ，

年们失望 ， 离开了 。

……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
苍髯绕颊 ， 目光炯然

二
中涵无限之爱的

，
情的 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 ， 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

思想 。 与人谈话时 ， 言语都涵诗意 ， 每当情感 于如此隔膜的 。

，，⑥ 由此构成了一段十分生动幽
激动时 ， 辄握右手 ， 作攫挈式当胸而言 ， 其语

音高低抑扬 ， 时带颤音， 又讲到 ：

。

一

① 徐志摩 ： 《

“

闲话
”

引 出来的闲话 》 ， 《晨报副刊 》 １ ９２６ 年 １

当彼 讲 演 时 ， 直 立 台 上 ， 俯 视 听 众 ，月 １ ３ 日 。

若古 时仙人置身 云端 ， 以诚 恳真挚之态度 ，② 无论是 １兆 １ 年 出版的 《鲁迅全集 》 ， 还是 ２００５ 年新版的

传布 其使命 于群众者 。 彼 恒 喜 负 手 而 言 ，

二 丄 二」 广、二２＾１③ 冯蕙 ： 《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 》 ， 《党的文献 》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若 中 国 之老叟 ， 每讲 至 重 要处 ， 则 两臂颤期 。

动 ， 声若银钟 之 响 于 幽 谷 ， 若清磐之 鸣 于④ 《晨报 》 Ｉ ９２４ 年 ４ 月 ２３ 曰 。 参见栾志强 、 赵锦铎等 ： 《毛泽

古寺 ， 听 者 即 不 知 英语 于 彼 之 态 度 中 ，东引语渊源小考 》 ’ 《 中共党史研究 》 丽年第 ５礼

女＾ ④⑤ 王统照 ： 《今晚抵京之太戈尔 》 ， 《晨报 》 １ ９２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亦 又 大重之感功 。

⑥ 鲁迅 ： 《骂杀与捧杀 》 ， 《鲁迅全集 》 第 ５ 卷 ， 人民文学出版

社 １ ９８ １ 年版 ， 第 ５８５ 、 ５８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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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记性是很好 的 。 这里讲到 泰戈 尔顶好也 不 过发 出
一 种 低 不 能 闻 的 声 音 罢

“

好像活神仙一样
”

， 正是上述王统照通讯中所了 。 如果要 听得清脆 ， 除 非 是猪八戒 的 顺

云泰氏
“

若古时仙人置身云端
”

。 在王撰另一文风耳 ！

③

中 ， 更称泰戈尔
“

不愧为一个虚空世界里的高

歌者
”

，

“

在云霞中奏着的仙音
”

。

① 鲁迅文中又其中很有一些挑刺的味道 ， 直接针对 的便

讲到徐诗人的介绍 ，

“

晻 ！ 叽哩咕噜 ， 白 云清是王统照描绘之语 。 在 同一期上 ， 还有 以
“

健

风
”

云云 ， 联系徐志摩 １ ９ ２ ４ 年 ５ 月 １ ２ 日在北京攻
”

笔 名 写 的 《今之古 时仙人 》 ， 其 中说道 ：

真光剧场所作题为 《泰戈尔 》 的演讲中 ， 就称
“

从记载太翁
‘

起
－
注

，

的新闻里得知太翁讲演

道泰氏是百灵的歌声 ， 是灵活的泉水 ，

“

他是瀑 若古时仙人置身云端 ’ 直立 台上 ， 俯观听众 ，

布的吼声 ， 在 白 云 间 ， 青林 中 ， 石罅里 ， 不住以诚恳盹挚之态度 ， 传布其使命于群众者 。 什

的晡响
，，

； 又说 ：

“

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 ， 他 么使命？ 释迦牟 尼 的 度众生 的使命？ 穿英 国

的旁薄的大声 ， 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 ；

‘

文明鞋
，

的使命？ 原来太翁也是一位若古仙人

他的光彩 ， 他的音乐 ， 他的雄伟 ， 使我们想念 的
‘

诗哲
’

。

……好 １ 赶快修起一所
‘

今古仙人

奥林必克山顶的大神 。

，，

并称
“

他是喜马拉雅积 庙
，

来 ， 好供奉－切今 日 非中 国的若古之仙人 ，

雪的 山峰 ，

一般的崇高 ，

一般的纯洁 ，

一般的 或是什么圣 ’ 或是什么哲吧 １

”

又挖苦调侃说 ：

壮丽 ，

－般的高傲 ， 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帛
“

能追随左右 ’ 亲＾
＂

论 ’ 并且知道外
，

人所不能

白的头颅？ （２） 这些
“

诗人诸公
”

均把泰氏描绘
悉的丰采的

子
只三人耳 ！

……但是懂得太翁学

成如神仙－般。 值得注細是 ， 鲁迅文 巾又语
隨行的

ｆ
印人

’④

‘ 想 当然也至少有 了

带讥刺地讲到
＂

银磬 …… 当 ！

，，

， 即 银聲发 出三人了
二

只三
山 ＆ ‘一士上

‘‘

当当
”

的声音 ， 而上所引王统照文中后－句 ｉｅ＜（

＂

Ｔ
１

作
“

若清磐之鸣于古寺
，，

。

“

银磬
，，

、

“

清磐
”

虽尔该怎样想呢 》 中 ’ 表达了他对泰戈尔访华的

有一字之差 ， 而前有
“

银钟之响
”

， 鲁迅信手拈意见 ’ 文中也１说 ：

来 ， 恰提到
“

磐
”

字 ，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

冲
、

；＾ ｎ ｕ 、
、

十 吉 Ｉ

我没 见过这座喜马 拉亚 山 ， 他 的 银 钟
其实正应合着王文中

“

若清磐之鸣 ？ ？ ？ ？ ？ ？
，，

的意ｖｓ ｓ，Ｊｒ４ｒ
ｍ

．

１Ｗ．ｕ不 必说 自 然是也 没 听过 。 他 的诗歌 、 戏 曲 、

．Ｍｕｍｔ文 ， 有英文本 的 ， 我 只 读 过很 有 限 的 几

种 ， 蒙欢迎他 的 人看 的 起 我 ， 两 次送请 帖

—来邀 我 赴会 ， 可 惜他 们 欢迎他 的 地 方
—

—

一次是 北 海 ，

一 次 是 海 军联 欢社
一

从 我

需要指 出 的是 ， 王统照文 中 形容泰戈 尔住 的 西花 厅 远 望过 去 ， 都 有 一股又 黑 又 浓
“

若古时仙人置身云端
”

及
“

声若银钟之响于幽的妖气 直 冲 霄 斗 。 诸君 原 谅 我 ， 我 身 上 向

谷
”

之语 ， 在当时即颇为引人注 目 。 除鲁迅之来不 带避邪 符 ， 如何去得 。

⑤

外 ， １ ９２４ 年第 １ 斯 《政治生活 》 杂志上 ， 就发

表了一篇署名
“

汀
”

的杂感 ， 标题直接取名 为

《银钟幽谷 》 ， 文中说 ：① 王统照 ： 《泰戈尔 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 ， 《小说月 报 》

１ ９２３ 年第 １ ４ 卷第 ９ 号 ，

Ｔ 锗 昭 脒 革 士 七
“吉 斗 鋁② 徐志摩 ： 《泰戈尔 》 ’ 《晨报副刊 》 １ ９２４ 年 ５ 月 １ ９ 日 。

土统 照 赀灵Ｘ 欠 不 说 ：



戶 有银③ 汀 ： 《银钟…… 幽谷 》 ， 《政治生活 》 第 １ 期 ， 歷 年 ４ 月

钟之响 于 幽 谷 ……
”

， 我 们 真 是
“

孤 陋 寡２７ 曰 。

闻
，，

， 从来 没 有 看 见 过 银钟 ， 也 没 有 听 见④ 健攻 ： 《今之古时仙人 》 、 《三人耳 》 ’ 《政治生活 》 第 １ 期 ’

１ ９ ２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０

银钟响过 ， 但就事理 来论 （ 自 然 不 是 玄 想
⑤ 江绍原 ： 《

－个研究宗教史的人对于泰戈尔该怎样想呢 》 ，

与 诗意 的 表 语 ） 银 子 不 响 。 银 钟 在 幽 谷 ，《晨报副刊 》 １ ９ ２４ 年 ５ 月 １ ８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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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国义 ： 银针／银铃／银钟之响于幽谷


其中不无讥讽的意味 。 上引开头所说 ，

“

我论 》 中 ， 便称引 了 闻一多的这两行诗 。 而 《努

没见过这座喜马拉亚山 ， 他的银钟不必说 自然力周报 》 则发表署名为
“

哈
”

的
“

编辑余谈
”

，

是也没听过
”

， 分别针对的便是徐志摩称泰氏为其中饥讽说 ：

“

现在试问 四万万人中 ， 可有一个
“

喜马拉雅积雪的 山峰
”

， 及王文所说
‘‘

声若银人听见过
‘

斜碎了一座琉璃宝塔
’

？ 拿一件大家

钟之响于幽谷
”

之语 。 可见 ， 当时的知识界对不知道 的事来 比喻人人都知道 的笑 ， 这又是

于徐、 王笔下的泰戈尔 ， 及王文
“

声若银钟
”‘

以其所不知谕其所知 了 、 此事 曾令梁实秋

之语的描述 ， 是很引起了一番注意的 ， 故而 以很纠结 ， 并因此成为文坛上的一段掌故 。 而王

上诸人均持异论 ， 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统照形容泰戈尔
＂

如银钟之响于幽谷
”

， 同样

很有意思的是 ， 后来章衣萍在 《作文讲话 》成为章衣萍书 中的重要一证 。 章氏所撰 《作文

中 ， 也曾举
“

银钟之响于幽谷
”

的例子 。 他在讲话 》 于 １ ９ ３０ 年 １ ２ 月 由 北新书局 出 版 ， 至

第八讲
“

叙事文的写法
”

中指出 ：

“

小说的对象１ ９ ３ ２ 年已经出至第三版 。 作为中学生和社会知

是人生 ， 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是一切小说 的底识青年的有关写作的基础读物 ， 该书在当时是

子 。

”

并引英人瓦独柏逊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ｓａｎｔ ） 《小 一本风行全国的畅销书 ， 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

说艺术论 》 上说 ：

“

生在乡 间的女子 ， 不应该描响 。 如他 自 己后来所说 ：

“

当我的 《作文讲话 》

写兵营中 的生活 。 作者的亲友们倘若全是 中产写好之后 ， 因为那本书风行全国……
”

云云 。

④

阶级的人 ， 则作者的小说中不应写贵族的举止如此 ， 经鲁迅在 《有趣的消息 》 的摘引揶揄 ，

形态 。 南方的作者 ， 最好是不要用北方的方言 。 至章衣萍 《作文讲话 》 的传布 ， 可 以这么说 ，

不要写 自 己经验以外的事情 ， 这虽是很简单的有关这句话 ，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已并不冷

规则 ， 却是任何作者应守的规则 。

”

指 出写作者僻 ， 而是成为 流传甚广 的 一 桩文坛逸事 和

应当写 自 己熟悉的生活 ，

“

不要写 自 己经验以外趣闻 。

的事情
”

， 这规则虽然简单 ， 但我国的
“

鼎鼎大如果说 ， 鲁迅是因为描述对象性別不同 的

名的著作家竟很多不守这个规则 的
”

。 随后举缘故 ， 有意的将
“

银钟
”

更改作了
“

银铃
”

， 并

例说 ：移花接木 ， 将它挂于徐志摩头上 ； 那么 ， 到毛

泽东 口 中 ， 又把它作为徐志摩论诗的话 ， 变作

又如从前 一位诗人 闻
一

多 先 生 曾 做 了了
“

银针
”

， 确实有点令人费解 。 细小的银针怎
一句 有名 的诗 ， 说 ：

“

他 的 笑声 同碎 了
一座样才能响于幽谷之中呢？ 毛本人在演说中也表

琉璃 宝塔 。

”

其实
“

碎 了 的 一座琉璃 宝 塔
”

示 ，

“

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 ， 我不知道、 由

声音 究 竟 怎样 ， 诗人不 说 明 ， 我 们 也不 知上而言 ， 由
“

银钟
”

而
“

银铃
”

， 再转而为
“

银

道 。 又如 ， 王 统 照 先 生 形容太 戈 尔说话 声针
”

， 可谓一波三折 ， 在流传过程中 ， 很是走了

音之美 ， 竟说是
“

如银钟之响 于 幽 谷
”

。 不样 。 不过尽管如此 ， 虽有
“

银钟
”

、

“

银铃
”

、

知道王 先 生 曾 于 何处 幽 谷 听 见 有
“

银钟
”“

银针
”

三种不 同 的说法 ， 但
“

银 Ｘ 之响于幽

之响 。 我 们 俗人们 听 见 的 只 有 铜 钟 、 铁钟谷
”

的句式则是相 同 的 。 而其来源 ， 即是上说

罢 了 。

０王统照
＂

银钟之响于幽谷
”

之语 ， 应当说是没

有疑问的 。

此书是一本有关如何作文的写作教材 。 章至于毛泽东演说 中 的
“

银针
”

， 依笔者之

衣萍在讲述写作规则时 ， 特别举出 了 闻一多与

王统照误用譬喻的两个例子 ， 作为典型的例证。

① 章衣萍 ： 《作文讲话序 》 ， 北新书局 １ ９３２ 年版 ， 第 １３２ 、 １３３

闻一多在其名作 《春之末章 》
一诗中 ， 抒写春页 。

天里的孩子 ， 骑在竹青石栏上垂钓 ，

“

他们的笑
② 闻－多

；

《春之末章 〉＞ ’ 《红烛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舰 年

声有时竟脆得像／對碎了一座琉璃宝塔一般
”

＜■

②
③ 《努力周刊 》 第 ２８ 期 ， １ ９２２ 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日 。

当时很得一些人的赞赏 。 梁实秋在 《 〈草儿 〉 评④ 章衣萍 ： 《修辞学讲话序 》 ， 天马书店 １ ９ ３４ 年版 ， 第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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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当是记录者的笔误。 我们知道 ， 毛泽东是说的记录者或许没有听清毛的湖南 口音 ， 在急

典型的湖南人 ，

一生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南 口音 。 切记录之下 ，

“

银钟
”

就变成了
“

银针
”

， 这是

就在 同一时期 ， 美 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 曾 于很可以理解 的 。 而此记录稿又未经毛泽东本人

１ ９ ３ ６ 年在延安的窑洞采访过毛泽东 。 据斯诺在审定 ， 直到毛逝世之后的 １ ９ ８０ 年代才正式整理

《西行漫记 》 说 ： 采访是在毛的窑洞 中进行的 ， 成文 ， 由 此造成 的这一错误 ， 就一直沿袭 了

吴亮平 （即吴黎平 ） 坐在我身旁 ， 把毛泽东的下来 。

柔和 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 ，

“

在这种方言 中 ，

‘

鸡
’

不是说成实实在在地道北方话的
‘

ｃｈｉ、本文作者 ： 华 东 师 范 大学历 史 系教授 、 博

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
‘

ｇｈｉ ｉ

，

，
‘

湖南
，

不是士生导师
＇

Ｈｕｎａｎ
＇

， 而是
‘

Ｆｉｍａｎ
’

，

一碗
‘

茶
，

念成一责任编辑 ： 赵 俊

碗
‘

ｔｓ

’

ａ
’

， 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 。

”？于此即可
见毛讲话的湖南腔之重及难懂 。 而在

＂

银钟之

响于幽谷
”一语中 ，

“

银钟
”

两字 以湖南话来① 埃德加 ？ 斯诺著 ： 《西行漫记 》 ， 董乐山译 ’ 生活读书新知

读 ， 与
“

银针
”

是十分相似的 。 因此之故 ， 演三联书店＿ 年版 ’ 第 １ＱＳ 页 。

ＳｉｌｖｅｒＮｅｅｄｌｅｏｒＳｉｌｖｅｒＢｅｌｌ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ｏｆＤｅｅｐ
Ｖａｌｌｅｙ

ＷｕＧｕｏ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１ ９ ３８ ，
ＭａｏＴｓｅ

－

ｔｕｎｇｑｕｏｔｅｄＨｓｕＣｈｉｈ
－

ｍｏａｓｓａｙ 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ｏｅｔ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ｓｏｕｎｄｓ

ｌ ｉｋｅｓ ｉ ｌｖｅｒｎｅｅｄ ｌｅｒ ｉｎｇ 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ｄｅｅｐｖａ ｌ ｌｅｙｉｎＳｐｅｅｃｈｉｎＬｕｘｕｎＡｒｔＡｃａｄｅｍｙ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ｈｉ ｓｔｏｒ ｉｃ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ｏｒ 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
＂

ｓｉ ｌｖｅｒｂｅｌ ｌｒ ｉｎｇｉｎｇ
ｏｕｔｏｆｄｅｅｐｖａｌ ｌｅｙ

”

，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ｓｏｍｅｎｅｗ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ｅｂａｔｅｓａｎｄｒｅｐｅｒｃｕｓｓ ｉｏｎｓｉｎｎｅｗｓ

？

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ｔｈａｔｔ ｉｍ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ｆｉｎａｌ 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ａｔｉ ｔｉ ｓＭａｏ
＇

ｓＨｕｎａｎａｃｃｅｎｔｔｈａｔｌｅｄｔｏｔｈｅ

ｍｉ ｓｔ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ｏＴｓｅ
－

ｔｕｎｇ ；ＨｓｕＣｈｉｈ
－

ｍｏ
；ＷａｎｇＴｏｎｇｚｈａｏ ；ＬｕＨｓｕｎ

；ｓ ｉ ｌｖｅｒｎｅｅｄｌｅ
；ｓ ｉｌ

？

ｖｅｒｂｅｌｌ

更 正 声 明

本刊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６ 期刊登的 《论美国侵权法
“

行为人 自担风险
”

规则 》 ， 原作

者黄立嵘第一署名单位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现第一署名单位更正为吉林大学法学院 ， 第二署名单位为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 。

特此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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