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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改为季度性连续出版物，每年1、4、7、10月下旬出版；每期篇幅增至128页；由现有文字
单一排版改为图文混排，凡与文章相关的书影、信札、照片等项均随文录排，做到图文并茂。
《书品(2012年第4辑总第136辑双月刊)》除保留现有“学林往事”、“评书论学”、“序跋录”、“
读书札记”、“商榷篇”、“书苑撷英”等外，还增设“专题书评”、“新书预告”、“编辑摭谈”
、“百年中华书人书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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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怀念张先生    裘锡圭    张政娘先生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学者。
张先生不但朴实无华、和蔼可亲，而且最具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真正学者精神。
    先生以学问渊博著称，时常有人当面或书面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或多少与学术有些关联的问题
。
公家（如先生任职的社科院历史所）也不时将他们收到的咨询与学术有关的问题的人民来信交给先生
，请先生答复。
先生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无不竭诚作答。
如果提问题请教的是熟悉的年轻后辈，先生谆谆诱导的恳切态度更是令人感动。
有时候，先生头天回答了本单位一位年轻人的提问，第二天上班还要从家里带来有关书籍，让提问的
人参考，而提问的人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我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获益极多。
这里只举一个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例子。
我本是学先秦史的，从1956年底到1960年，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随导师胡厚宣先生在历史所
先秦史组学习。
头两年，我跟另两位年轻人合用的办公室正挨着张先生的办公室，接触机会较多。
有一次我向先生请问学先秦史应该注意之点。
先生告诉我，对于了解先秦的社会、历史，最重要的古书是《左传》和《周礼》，想学好先秦史，一
定要好好读这两部书。
这一教导对我非常重要，让我一生受用。
惭愧的是，我虽然经常用这两部书，但并没有真正读透这两部书。
    请先生看稿子的人也非常多，固然多数是学生、朋友，但也有不少本来并不怎么熟悉的人。
有些稿子也是公家交给先生，请先生审阅的。
先生对让他看的稿子也都持认真的态度，提出他感到应该提的意见：    先生还时常主动为人提供研究
问题或写文章所需要的资料。
我就曾两次受益。
    我写成《战国货币考（十二篇）》一文后，曾把清稿送请先生指正。
文中《圁阳布、圁阳刀考》举出了我所知道的汉代金石刻中把地名“圁”写作“圜”的全部例子。
先生看了稿子后告诉我，北京大学旧藏的郭仲理、郭季妃二石椁刻文中也有“圜阳”地名，并把石椁
刻文抄给了我。
我在向北大学报交稿前，把先生告诉我的例子补了进去。
    我在写成《释□》一文前，曾利用一次会议的休息时间，跟先生说明这篇文章的大概内容，讲到了
《说文》“□”字的篆形。
我指出在《四部丛刊》影印的《说文解字系传》的影宋钞本里，“□”字及两个从之为声的字的“□
”旁，其篆形中部都不作“□”而作“禹”，这是合乎较古的文字的写法的。
那时，先生和我正在参加北京市政协的大会，会期较长，平时住在开会地点，中间有回家休息的机会
。
先生从家里带来他所藏的清人冯桂芬翻刻的宋本《说文解字均（韵）谱》给我看，指出我说过的那三
个字的篆形，宋本《均谱》与影宋钞本《系传》全同。
我把先生告诉我的情况写进了《释□》。
    先生接待来访者，回复来信，看送来的稿子，花费了大量时间，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写
作。
熟悉先生的后辈们都为此感到可惜，有时也直接向先生说出这种想法，要先生多考虑一些自己的工作
：先生却仍然我行我素。
显然，先生是把他为别人所做的那些事，看作一个学者应尽的义务的。
    先生渊博的学问，我们固然望尘莫及；先生的真正的学者精神，我们更是高山仰止，自愧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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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还想附带记下先生的一个具体的训诂见解。
先生有一次跟我说，他认为大盂鼎“吮正厥民”的“吮”，不应该像一般人那样读为“唆”，而应该
读为“允”，用法跟《论语·尧日》“允执厥中”的“允”相同：我认为先生的这一见解是值得重视
的。
我想，按照这样的思路，在先生看来，金文中的其他“吮”字，至少有一部分，如“吮臣天子”、“
吮永保四方”、“吮保四或”、“吮保其孙子”等语中的“吮”，也是应该读为“允”的。
甚至《诗经》中的某些“骏”字，也可能应读为“允”。
如《周颂·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句中的“骏惠”，是很难讲通的，似乎就可以读为
“允惠”，“惠”就是殷墟卜辞中常见的虚词“直”，用法与“唯”相近。
《尚书》的《酒诰》和《君夷》都有“允惟”之语。
“允惠”与“允惟”相近。
“允惠我文王”还可以跟《周颂·时迈》的“允王维后”相比较。
此外，《诗经》里的“骏”似乎还有不少可以读为“允”。
希望我的引申是符合先生的原意的。
先生读“吮正厥民”为“允正厥民”的意见，似乎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记在这里供大
家参考。
    2011年10月17日写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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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松主编的《书品(2012年第4辑总第136辑双月刊)》是一本书评类刊物，它自创刊伊始，就一直在古
籍学术领域里努力地耕耘着，为广大读者奉献了许多内容充实、质量上乘的文章佳作，获得了学术界
的肯定，在海内外均有不俗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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