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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姜书阁先生一生经历传奇，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
毕业后开始了漫长的国民党政府的宦海生涯，49年拒绝随国民党赴台。
58年报名赴青海支边，文革中在草棚中作诗著述，文革后再次焕发学术青春。
 本古体诗集是作者一生心境历程的真实写照，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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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书阁小传
   姜书阁，字文渊。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朝阳岗一户满族农民家庭。
满姓姜佳氏，正黄旗人。

   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奉天省立一中。
翌年该校改制，进入文科第一班。
一九二五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工科的唐山大学录取。
他不愿弃文学工，终于在入学一年后，重新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改学政治学。
他兼收并蓄，旁听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梁漱溟等名学者的文史专题课。
一九二七年，他的《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考辨》，获清华“丙寅论文奖金”第一名，发表
于《清华周刊》并印行单行本。
他的第一种学术专著《桐城文派评迷》，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三年又编入《万有文
库》，流传颇广。
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译作，其中《美国黑人诗歌选译》发表于鲁迅主编的《语丝》；《雪莱小诗选
译》（笔名“长天纾翮”）发表于《清华周刊》。

   一九三○年夏由清华大学毕业，到一九三七年，他先在哈尔滨教育厅任秘书兼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
，继而到察哈尔教育厅及北平社会局任职。
一九三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
同年主编《黑白半月刊》，发表了具有进步思想但仍属改良主义范畴的论文《论作文作学作事作工与
作人》。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东北月刊》和《行健月刊》连载他的《世界治外法权史》之中六章（余
稿在抗战时期散失）。
一九三六年任《北平晨报》主笔，曾撰写社论近百篇。

   由于他曾在《晨报》上发表过反日社论，“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后，乃携妻女辗转南下至重庆
。
一九三八年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任编审，一九四○年调财政部任秘书。
自此，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宦海生涯：历任税务署长、国税署长，直至国民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
这是他在国民党政府官职日高而心情最为抑郁的时期。
他以旧时治学的严谨勤奋，一面竭力挽救当时濒于崩溃的政府财政，一面却又以书生自许，保持清高
廉洁。
他卸任时依旧两袖清风一贫如洗。
这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员中，绝无仅有。
那时上海以揭露权贵著名的《铁报》，曾在头版刊登过一篇《廉吏外传》，指名记载他清苦的生活，
预言他“将以穷教授终其身”，在上海财税界引起过强烈反响。

   抗战时期他主编《政治建设》月刊，发表过数篇教育方面的论文，还为《现代读物》《图书月刊》
《新评论》长期撰文，其中《读冯友兰〈新理学〉书后》影响很大。

   他官职羁身时日越久，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越感失望。
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坚决辞去财政次长职，不顾国民党“中统”、“军统”的胁迫以及教育部长杭立
武多次登门劝说，坚持拒绝离开大陆。
八月里悄悄由广州飞回重庆，在那里迎来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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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他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参事，主持创办井先后担任西南税务学校和西南财政干部学
校副校长。
其间赴贵州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担任西南第三期土改工作团第一大队大队长。
一九五四年调至西南一级机关干部学校学习。
如果说土改使他第一次亲身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那么，这时期则使他系统地学习并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思想。

   一九五八年，他已年过半百，犹以一颗报国之心响应党的支边号召。
他毅然放弃大城市舒适的生活，变卖了所有家具，拎著几只皮箱，携带妻女，自愿报名加入了大西北
建设者的行列，在青海工作了二十一年。
在青海师范学院，他从事中国古典、又学的教学和研究，克服了当时图书资料缺乏、学术信息闭塞以
及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等各种因难，不顾诸多“运动”的干扰，身居陋室，潜心治学。
他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在饥肠辘辘的六十年代初完成的。
这是建国以来最早个人撰写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学史。
可惜因纸张困难，当时只作为青海高校教材，印发了三百套。
一九六四年，完成力作《陈亮龙川词笺注》，由于受当时出版界某些偏见的影响，也未能及时出版。
他并未因此灰心，将书稿藏于箧中，又埋头于中国戏曲史研究的艰苦劳动之中。

   那场空前的“浩劫”中断了他的工作。
在“牛棚”那彻夜不熄的灯光直射下，在黄河岸边涛声阵阵的农场小屋里，每当夜阑人静，高原寒气
透过身下麦草向他袭来时，他常常思绪万千，辗转难眠，便打腹稿作诗。
这是他当时唯一能够进行的文学活动。
其中近四十首古体诗词因抄在烟盒背面而得以保存下来，辑成《麦草集》。
一九七四年，他虽获得“平反”，却因“不识抬举”，拒绝接受以“评法批儒”代替古典文学的教学
，而被迫退休。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年逾古稀却焕发了学术青春。
一九七八年四月至六月，他一气呵成，写出三十二万字的《诗学广论》初稿。
一九七九年应聘到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一九八○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亮龙川词笺注》。
这部沉沦了十七年的著作一经问世，即得到学术界的赞誉。
一九八二年六月其《诗学广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同年十一月，旧作《中国文学史四十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齐鲁书社出版其近
作《先秦辞赋原论》。
由于青海人民出版社热情索稿，一九八四年二月，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两卷集）在那里出版，
作为他留给青海学子及文学青年的纪念。
此外，他的《文心雕龙绎旨》于一九八四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近四十万字的《骈文史论》于一九八六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十万字的《汉赋通义》于一九八九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四十万字的《说
曲》于一九九○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几本著作完成时，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

   九十年代后期，他集中精力完成了两本论文集：《百一集》、《百一集续编》，共收入二百○二篇
学术论文，均为近年撰写而未及发表的文章。
由于出版困难，他说，就留待身后再面世吧。

   姜书阁于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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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八九十年代曾任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顾问等。

   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一九八八年获湖南省高等学校“六五”期间科研一等奖；《骈文史论》一
九九一年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一九九五年获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成果二等
奖。
（张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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