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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我的岳父姜亮夫，名寅清，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生在云南昭通，1995年逝世于杭州，是
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纪学人。
岳父早年毕业于清华国学院，曾得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诸位国学大师的悉心教导，
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后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
诸多名师的指引，使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深厚的感情，并为此奋斗一生！
他一生从事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的研究，共有专著1250万字传世。
岳父研究楚辞，是源于恩师王国维先生投昆明湖之痛联想屈原投汨罗江之事，愤而著《屈原赋校注》
以寄托对恩师的哀思，从此他倾半生的精力，投入楚辞学研究，直至180万字的《楚辞通故》出版。
岳父研究敦煌学，是因为留学法国时，见到我国的许过国之重器、珍贵文物流散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
，尤其是见到敦煌宝藏的文物，激起他的爱国之情。
岳父毅然决定放弃博士学位，攻读并倾注全力投入抢救敦煌文献的研究工作，几乎又耗去了他半生的
精力。
20世纪30年代，岳父涉足我国古史研究，是因为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华民族的起源说进行歪曲，为后来
侵华战争做舆论宣传。
为此，岳父进行《夏殷民族考》等一系列古史考证研究，有力驳斥当时日本学者的不实之词。
纵观岳父毕生研究的专题，都是与当时国家的兴衰、民族存亡密切相关！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念念不忘对青年一代学者的培养。
年逾八十，他还接受教育部委托筹建古籍研究所。
他谆谆教导学生“业精于勤”，“行己有耻，修辞立诚”。
他大声疾呼“修辞立诚，天下文明”。
即使他对钟爱的小外孙女也告诫她“昂首高远以天下为己任，抚心求是以上人为勉励”。
在他老人家患重病住院前夕，在家中笔记本上对古籍所的研究生写下“最后最高要求”的遗言：“要
求每个毕业生能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学术史的能力及独立研究古籍能力，而且
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
”岳父对年青一代学子的期望、苦心跃然纸上，铭刻在我们心中。
岳父的治学精神、人格魅力、为人师表的高贵品格，使我在有生之年从不敢有半点懈怠。
岳父近百年的生涯中，他的恋爱、婚姻史也是一首动人的诗篇，更是一曲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赞歌。
关于这段恋情过去鲜为人知。
岳母陶秋英，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系，与岳父真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可是由父母包办作主，岳母与他人早订有婚约。
为此，岳母坚决抗婚，时间长达九年之久，迫使男方解除婚约，然后与岳父在上海举行文明婚礼，共
赴四川三台。
在长达五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默默无声地贡献一生，实现当年相恋
时的诺言——“我们要做一个高高巍巍、做有利于人类的事情的人”。
但愿这段恋爱史对今天的青年有所启迪！
为了弘扬岳父的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在浙江大学档案馆领导的鼓励、指导、支持下，在馆内同仁的
共同努力下，将岳父幸存的档案、史料“组装”成画传。
没有丝毫的虚构情节，没有抒情艺术加工，这是一部20世纪学人的最真实而完整的记录。
它是一杯清泉，读者可细细品尝、思索、体会人生意义的真谛！
                         徐汉树记于二零零九年二月  西溪   后  记姜亮夫（1902—199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敦煌学家，一代国学大师。
今年是先生诞辰110周年，档案馆有幸携手姜亮夫后人推出《学林留声录——姜亮夫画传》实乃有缘。
回溯历史，最早结缘姜家女儿姜昆武先生和女婿徐汉树先生还是2007年的6月22日，我馆召开了一个浙
江大学知名学者后裔座谈会，姜昆武夫妇相伴而来，记得当天到会的有著名体育教育家舒鸿之子、农
学家蔡邦华之子、数学家钱宝综之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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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高朋满座，大家对学校档案馆提出的名人档案抢救保护给予了热烈的回应。
就是这次聚会让姜昆武夫妻俩决定，把父亲的档案史料捐赠给学校。
正如徐汉树先生说的：“姜先生的资料交给档案馆是最安全、最保险的。
”会后，对姜先生的档案进行了更仔细、认真的整理，又耗时长达三年多。
姜亮夫先生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后又拜章太炎为师
。
历任大夏大学、云南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
1953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中文
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
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楚辞学、敦煌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谨严、著作等
身的国学大师。
作为与世纪学术同行并在古典文献领域行空一生的国学大师，与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闻一多、
徐悲鸿、张宗祥等诸多名人都有过师生、朋友、同事之交的世纪老人，姜亮夫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心路
，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历程。
他遗留的档案史料，诸如著作、手稿、信函、随笔等，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为使姜亮夫的学术研究精华更好地发展弘扬，使他的思想品德风范代代相传，我馆实施“浙江大学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以来，姜亮夫先生的档案抢救被列入了浙江大学首批重点工程。
杨卫校长专门立项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上届主管领导来茂德副校长亲自关心征集工作，现任主管领
导罗卫东副校长亲自登门拜访致谢，档案馆前任吴永志馆长、王榕英副馆长，现任朱之平馆长、何春
晖副馆长极力推动，不遗余力。
我们档案馆的工作团队还有胡岚、朱惠珏、龚辉、金灿灿等均付出了辛勤劳动。
当然我们更需要致谢的是姜昆武夫妇，姜亮夫毕生的研究和收藏无数，要对他的档案资料进行梳理是
一项极其艰巨浩繁的工程，一般的档案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完成的，好在姜亮夫先生的女儿、女婿都是
这方面的学者专家，夫妇俩所付出的艰辛是无以言表的。
为了整理的史料能更好地满足我馆名人档案归档的要求，徐汉树先生在整理的同时着手编撰了《学林
留声录——姜亮夫画传》，当我们看到这部书稿成形时真是喜出望外，一个有情有爱、饱读诗书、著
作等身的大家巍然屹立。
在长达三年多的整理和编撰过程中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记忆。
我们与姜昆武夫妇从陌生到了至交，我们无话不谈，每一次的拜访都是极其有趣的，姜昆武先生爽朗
幽默，故事多多，徐汉树先生认真严谨，和蔼可亲。
为了整理岳父大人的档案，徐汉树先生眼睛几近失明。
我们的感动已经没法用语言表达，在《学林留声录——姜亮夫画传》的编撰出版过程中，档案馆是做
了些推动和辅助工作，但与其家属的工作相比是微乎其微的。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在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恰逢浙江大学建校115周年，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国学大
师姜亮夫档案史料捐赠仪式和“学泽长存——国学大师姜亮夫捐赠史料大型展览”，姜亮夫史料包括
生平、著作、手稿、证件、声像、评价、实物、唁电等15大类，共计1300余件档案正式入户档案馆，
《学林留声录——姜亮夫画传》连同这批珍贵档案，凝聚了姜亮夫先生一生的心血，也真实记录了近
一个世纪以来姜先生的学术活动和生活面貌。
在“文革”风暴最激烈的时刻，姜亮夫的资料曾被红卫兵贴上封条扣存。
夫人陶秋英为抚慰姜亮夫，写下《戊申中秋月蚀私祝亮君》诗：“见说人间浪不平，韬光应是葆精英
。
三更斗转嚣尘息，照世清辉分外明。
”时隔几十年，历经沧桑的姜亮夫史料，再次被贴上封条移交档案馆。
徐汉树先生感慨地说：“两个不同的时代，两次不同的遭遇，我们的心情也不同。
虽然很不舍，但姜先生的资料终于有了一个归宿之地，我们很高兴。
” 历史不会让有价值的档案随风泯灭，陶夫人诗中所祈盼的“照世清辉分外明”，终将成为现实。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终将泽被后人，光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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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2月4日，享年93岁的国学大师姜亮夫在浙江医院的病床上永远地睡去了。
他的灵魂又可以徜徉在巴楚文化神秘氤氲的氛围里，与三闾大夫对话；又可以埋首于为大漠风沙湮没
几个世纪的敦煌古卷，和着古人的音韵击节而歌了。
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一个学者坚韧、踏实的治学精神，以及一大批宝贵的文
化遗产和亟待后来者继续研究的珍贵史料。
让《学林留声录——姜亮夫画传》引领您走进国学大师姜亮夫的精神世界。
                                   浙江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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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林留声录——姜亮夫画传(图文珍藏本)》是一部国学大师治学、育人的教科书，是一部忠贞不渝
爱情的史诗，是一部姜、陶二氏书画艺术的集锦。

三百余幅珍贵私家图片，揭秘国学大师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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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汉树，姜亮夫先生女婿，与姜昆武（姜亮夫先生女儿）合著《真伪辨》，载《楚辞研究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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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勤读经史
名师指引
十年恋情
三台避难
滇池风云
西湖春晓
“文革”煎熬
照世清辉
姜亮夫先生简谱
参前倚衡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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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林留声录:姜亮夫画传(图文珍藏本)》是一部国学大师治学、育人的教科书；三百余幅珍贵私家图
片，揭秘国学大师传奇人生！
这是一部忠贞不渝爱情的史诗；这是一部姜、陶二氏书画艺术的集锦。
姜亮夫先生在文献学、文字学、楚辞学等各个领域均卓有成就，本书挖掘姜先生的人生事迹，既可砥
砺当代学人、追慕大师风采，又可激励后人重拾薪火相传的学而不倦、求真务实的求是精神。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林留声录>>

名人推荐

昂首高远以天下为己任 抚心求是以上人为勉励他因研究敦煌学而举世闻名，他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敦
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他的著作《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
的著作；他的古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著作《瀛涯敦煌韵辑》基本恢复了千余年前隋朝音韵学家陆法言的
《切韵》系统；他已驾鹤仙去，留下了无数珍贵史料，更留给了后人“修辞立诚，天下文明”的训辞
。
他就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
4月28日，在姜亮夫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姜亮夫先生弟子、浙大古籍研究所的师生和亲属相聚浙大
紫金港，缅怀先生业绩，诚忆师恩。
治学终生的大师姜亮夫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傅杰在座谈会上，回忆姜先生与书的故事：“姜先
生的视力近乎失明，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看书，书本几近贴到脸上。
1983年，16本的王国维遗书影印出版，虽然很贵，但姜先生劝我买，还让我为他也再买一套。
因为原来那套不齐了。
像姜老师这样，到了80岁还在不停地看书，这种不知老之已知的治学精神，让人感动。
‘今之学者为己，古之学者为人’，姜先生完全就是这样的人。
”“读书至今，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在遇到的这么多好老师中，姜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影响最深远的。
1964年师从先生读研开始，直到1995年先生去世，这32年间，我们的交往一直都没有断过。
”在座谈会上，姜亮夫的大弟子、原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崔富章回忆了先生的点滴教诲：“先生逝世
后，很多报社找我约稿，希望写些有关先生的回忆文章，但我至今都没有动笔。
我觉得先生的境界很高，我们做学生的，需要时间来领会。
以我的了解，先生有两点让我终身难忘。
第一是，先生非常自信，具有文化自豪感。
即便在文革这么严重的摧折年代，先生他也没有垂头丧气，总对未来充满信心。
如果文化分器物、社会组织和精神三个层面，那么姜先生在三个层面都有研究，在国内学者中是很少
见的。
还有一点，先生非常注重文化传承。
我们认识的32年间，先生谈到的学术人物不少于100人之多。
他会和我谈这些学者的老师，谈他们的学生，在学术传承上作一个精要的对比。
”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的计伟强，曾经做过姜先生的学术助手，他说姜先生是一个文化大家，研究的
对象是人，是文化。
“毕业留校后，我就成为了姜先生的助手，姜先生叫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古代社会》，他说你要学文
化人类学，还得对历史有了解，再加上你古汉语基础还可以，通过古代的语言，去接触古代的文献，
从而了解古代的社会，这样你就有了一个系统的古代社会理论基础，视野就打开、宽广了。
”计伟强说虽然后来自己改行了，但姜先生教会了他从各种不同的文化视角全面观察、考察和比较各
种现象，这让他受益匪浅。
“姜先生在治学方面喜欢用‘笨方法’”姜亮夫先生的女婿徐汉树编著的《学林留声录》一书中回忆
到，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积累资料，不遗余力的加以整理，所以才会有《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
才会让世人见识到《楚辞》中80多组字或词的统计表。
“而”字，《离骚》73次、《九歌》3次、《天问》23次、《九章》199次、《远逝》58次、《九辩
》116次⋯⋯为了学生在姜亮夫60多年的教书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不仅要教给学生广博的知识、做高深
的学问，指引研究的方向，最终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
在浙江师范学院时，姜先生发现学生不会自学。
“那时系里有个指导思想，师范学院学生大部分做中学老师，因此只要把中学语文教材合成“古典文
学”、“现代文学”、“语言文学”三大类，然后编写好中学语文教材参考资料，学生一毕业，拿着
参考资料就可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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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树说，针对这个情况，姜先生提倡学生要多读书、苦读书、会读书，这样毕业才能独立工作，
才能举一反三。
1983年，姜亮夫先生受命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首任所长。
那时，他已逾80高龄，依然亲自授课。
张金泉说，姜先生一直身体不好，不仅视力近盲，而且体虚似“摇摇欲坠”，但每次上课，那怕是下
着雨，也从没有耽误过。
而且，他还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人脉”和地位，请来多方大家为学生授课。
浙大人文学院王云路教授，也是姜先生的亲传弟子，她对姜先生教的研究方法记忆犹新。
“姜先生说，做学问就像在打桩，桩打得越深，旁边的泥土就越会吸附在桩的周围，学问的根基就越
来越深，否则就是浮萍，没有一个归属。
他告诉我们做学问重在打基础，要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中国的敦煌20世纪30年代，姜亮夫留学法国，他见到我国的许多国之重器、珍贵文物流散在异
国他乡的博物馆，尤其是见到敦煌宝藏的文物，激起他的爱国之情。
姜亮夫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原计划，用了两年的时间，全力投入抢救敦煌文献的工作，此后，对敦煌
学的研究，终其一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流传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就在那时，中国敦煌文化学会正在筹建，杭州大学因为有姜先生，成为学会的发起单位之一。
姜先生作为一个发起人，起草了敦煌学研究规划，这个项目国家拔款500万，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作为亲历者，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张金泉在座谈会上回忆恩师姜亮夫时说。
1985年，姜先生关于敦煌学的重要著作《莫高窟年表》历经磨难，终于出版，全书48万字。
以年代为经，史事为纬，对公元68年至1943年敦煌文献进行编年，证考入表。
该书体大精深，考订详尽，为敦煌学奠基作品之一。
“姜老搞了一辈子敦煌学，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他一辈子都没有到过敦煌，”张金泉说，1990年的时
候敦煌研究院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因为年迈体衰，姜老身不能之，心向往之，所以他专门题词，
他说敦煌宝藏是全人类的遗产，他说敦煌不光光是中国的，还是全世界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
，需要全世界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它。
云南省前副省长梁公卿回忆说：“姜亮夫后来虽然生活在杭州，但每次见面，姜先生都会问我，昭通
的庄稼长得怎么样？
昭通北的林子长得怎么样？
我都非常感慨和激动。
姜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者，他曾经送给我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让我受
用至今。
现在昭通姜先生的故居，我们建起了姜亮夫纪念馆，希望能让姜先生的学术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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