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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新写的一部传记，传主是张颔先生。
　　老先生还健在，已九十岁了。
　　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也可说是一位历史学家。
作为学者，他的成就是很高的，堪称大家。
又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书法家。
这两项是他惯常示人的面目。
还是一位诗人，作旧体诗的诗人。
《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这类著作，见出的是他的才学，而那些旧体诗词，见出
的是他的性情，还有他的风骨。
他有他的自尊，也有他的谦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自嘲，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若不是有这样的人生境界，一个人怎么能经历那么多的磨难，活到耄耋之年又有这样大的成就？
　　我写这部书，不是谁人的托付，也不是哪个部门的任务，是我觉得张先生这样的人，值得我为他
献上这么一部书，就写了这么一部书。
很想仿效某些大作家的派头，说写什么人就是写他自己，比如郭沬若先生，就说写蔡文姬是写他自己
。
但我知道，就我来说，无论德行还是才具，哪样都配不上。
我枉上了历史系，虚耗国帑，荒废时曰，成不了历史学家。
能为历史学家写部传记，也算是聊补此生的缺憾吧。
　　若说此书，写作上有什么可称道的，那就是从容，采访一年多，写作大半年，修订又是大半年。
从开始采访到定稿，不觉已四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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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颔先生是我省考古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上有重大贡献，其代表性成果为《侯马盟
书》，即对1965年在侯马新田发现的春秋末期晋国赵、韩、魏诸国结盟文字进行了全面的考证。
张颔先生在史学界、考古界、天文学界、书法界的多方面才华，被社会所广泛认可。
《张颔传》由我省著名作家韩石山根据张颔先生的经历，采用采访体的形式撰写而成，是韩石山继《
李健吾传》《徐志摩传》之后的又一部名人传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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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石山主要著作：　　《猪的喜剧》（小说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魔子》（
小说集） 重庆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轻盈的脚步》（小说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　　《亏心事》（散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 长江文艺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鬼符》（小说集） 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我的小气》（散文
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我手写我心》（评论集）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一九九
三年）　　《别扭过脸去》（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文坛剑戟录》（隨笔
集） 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李健吾传》（专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黑沉中的亮丽》（散文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纸窗》（散文集） 湖南文艺
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真实是可怕的》（随笔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回到
常情常理》（随笔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路上的女人你要看》（散文集） 中国
华侨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徐志摩传》（专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寻
访林徽因》（随笔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韩先生言行录》（随笔集） 百花文艺
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韩石山文学批评选》 书海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韩石山社会批评
集》 书海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韩石山学术演讲录》 书海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少不
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中国友谊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谁红跟谁急》（批评文集） 中国友谊出
版社（二〇〇六年）　　《此事岂可对人言》（散文集） 作家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民国文人
风骨》（随笔集）　陕西人民出版杜（二〇〇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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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  苦到了“圪蒂”上二  堂兄张帆三  介休城里的人文景象四  小伙计的生活五  抗战开始了六  回
到山西抗战前线七  又想去延安八  在孝义九  胜利的日子里十  主编《工作与学习》十一  纪念诗人节十
二  《姑射之山》与《西里维奥》十三  流转京津冀十四  在省委统战部十五  创建考古所十六  考察晋阳
古城十七  书法品鉴十八  皇天生我意何如十九  挥“戈”上阵二十  华美的陶范二一  闲谈王子婴次炉二
二  “壶”里做道场二三  李峪梦二四  原平“五清"二五  盟书的发现二六  二堆居士二七  夜读天章二八  
待罪侯马绎盟书二九  无影塔三十  “文物”制造者三一  书信叙真情三二  《古币文编》三三  考证的乐
趣三四  治印与识印三五  扑朔迷离地方史三六  巧释“索达干”三七  谐趣诗文三八  笔墨不求缙绅喜三
九  走进《大家》四十  陋室中，那尊青铜塑像尾声  九秩雅集附：张颔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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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小我就有不当亡国奴，抵御外侮，为国家出力的志向。
　　在湖北，常看报纸，知道抗战的形势。
看过五战区宣传队演的抗战戏剧，更激发了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决心。
总觉得自己年纪轻轻，老当小伙计也不是长久之计。
　　到樊城后，跟堂兄张帆一直有联系。
到了南漳，知道张帆随阎锡山的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到了晋西，在乡宁县一所军校做事。
便给张帆写信，说想回山西参加抗战。
张帆很支持我的这个想法，也愿意帮我，给我寄来十五分校的护照，有了这个，在国统区就畅通无阻
了。
我的护照，很正规，也很厉害。
写的是：张连捷，某某军政干校职员。
落款是：校长阎锡山，副校长薄右丞，教育长赵国光，政治主任朱健吾。
这些名字不是手写的，是印的。
盖着学校的公章。
这样的护照，哪儿看了也会放行。
　　走之前，当然要跟我们的掌柜和先生们说个明白，他们都很支持。
这事儿传开了，听说我要回去，鄂北山西字号里也有人要回去，便结伴而行。
都是年轻人，一个是宜城一家山西字号杨掌柜的儿子，叫三儿，一个是樊城一家山西字号里的小伙计
，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都是介休人。
三儿是要回老家，那个小伙计是想跟着我回山西参加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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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侯马盟书》开启春秋史研究新篇章　　《古币文编》突破古文字整理旧格局　　大家张颔　　
著名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 书法家 诗人　　韩石山又一部传记文学力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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