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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缘起

写作缘起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刘勰在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教育我们，为什么要去写前人的事

迹；并告诫我们，写此类文章的目的，是要 “民胥以效” （即用此类文章，

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

也是他，又在 《诔碑》一篇中，教我们如何来写这类文章：

写实追虚，碑诔以立。铭德慕行，文采允集。

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戢。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要将被颂扬者的德行写够，文章既要有文彩，又

要生动，有可读性，方可留下不灭的记录。

这里，我们用１５００年前的大文人刘勰在 《文心雕龙》一书中所说的两

段话来开篇，是有道理的。《文心雕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艺评

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全书仅３万多字，可对中国文艺理论，一直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可是，在１５００多年的历史传承中，因各种版本与手抄的关系，

书中出现了许多错漏，让原本就十分深奥的 《文心雕龙》一书变得更加艰深

晦涩，在学者们的阅读与研究中，出现了很多难题。许多地方都难于理解、

上下不能连贯等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古典文学界，困扰着历代的研

究者。

可是，在上个世纪，在四川出了一位学者，立志要对本书作出全面的校

注，尽其可能地让它以原貌示人。这就是四川大学终身教授杨明照先生，他

以毕生精力，完成了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抱朴子外篇校笺》等巨著。

本文所记与学术无关，仅为其人的趣事、逸事点滴，用以补足杨先生的

另一侧面。

１００



弢翁其人

一

杨明照 （１９０９—２００３），号弢甫，生于四川大足县 （今重庆市大足区）

一个中医家庭，兄弟六人，他为老四。

据杨氏宗谱载，本支后人为宋辽时代杨继业之第六子杨延昭之后。康熙

三十一年 （即公元１６９２年）杨友财从贵州来川，立足于大足县。此人被杨

氏宗谱定为入川的 “一世祖”。

入川后的班辈，共记录２０个字：

君文贤光昌

荣世永联芳

道大朝维栋

德成学仕章

各代世系为：

杨友财—杨文仕—杨贤富—杨光德—杨昌华—杨荣长—杨世益 （号谦

受）—杨永方 （即杨明照，在宗谱上，“明照”是他的 “字”）。

从该宗谱看，杨明照应该是入川的第八代，属 “永”字辈。

简单地说说 “第七代”———杨谦受，在宗谱中名为 “世益”者，便是老

泰山的父亲。用老泰山自己的话来形容他的父亲：“出身小康家庭，兄弟三

人，谦受第二，１６载寒窗，屡试未第，年逾２４岁，师从徐春林学医。随师

年余，医理医术并进，即行医乡里，由于不断钻研，至成邑中名医。”“终生

行医，博采众家所长，著有 《伤寒直解》《金匮直解》《医家要记》《六经撮

要》《医学便记三字经》等八部专著，并授徒６０多人。”“他常教诲门生：学

２００



弢翁其人

医要学精，医病莫如医医。医病固能治愈多人，医医，则免误死多少人，庸

医杀人甚可畏也。”百多年前，谦受老中医的这些话，至今仍有价值，“医病

莫如医医”真的是太精辟的话了！要是老人的这些精髓能留存下来，今医者

能全面继之，该是何等的让人放心。

正是在这样严格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老人五岁发蒙，与三哥一起，所读

之书品位都很高，有 《龙文鞭影》《古文观止》《声律启蒙》《了凡纲鉴》以

及 “四书五经”等等，不仅要读，许多都要求背诵，直到１７岁。这样严格

的家教环境，使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对典籍的敏感程度都很高，为以后的

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父意本是要几个儿子都学医来继承父业，但因西学

东渐的影响，除三子仁覆外，其他几子均弃医从文了。

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０年，老人在大足读中学，再到重庆大学读预科后升入

重庆大学读本科，后因重大文科和川大合并而在１９３５年毕业。正是从这时

开始，在重大教书的吴芳吉先生的影响下，《文心雕龙》那优美的骈文体裁、

秀词丽句深深地打动了他，与他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他从川大毕业时的

毕业论文就是 《文心雕龙校注》，由于资料详尽、考据精准，当时的导师庞

石帚先生竟破天荒地给他打了１００分！

老人在重大读书期间，因异常发奋，前三名一直是由他和五弟 “承包”

两席，加之爱好运动，篮球场更不缺他和五弟的身影。重庆大学校长，是当

时的大军阀刘湘。为表彰优秀学生，刘湘特意给老人颁发了 “茂才异等”的

奖章。毫无背景的农村孩子竟能获如此殊荣，这在他的家乡大足县轰动一

时。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杨明照其人，就已成为了本县的知名人士。（老

人过世的２００３年，大足县四大班子做出了迎骨灰回故里，在母校大足中学

建纪念室与雕刻石像的特别决定。）

老人１９３５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院读研，师从大名鼎鼎的郭绍虞先生，

继续着 《文心雕龙》的进一步研究，在读期间，便发表多篇论文，深得导师

的好评。当时，在燕大做教务长的，正是后来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先

生。因其学业特优，在学生中影响较大，司徒雷登亲自给老人颁发 “金钥

匙”大奖 （相当于全优奖学金），并推荐他去美国留学读博，可被老人笑着

拒绝了：“我读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去外国读博，资料是个大问题，还是在

国内好些。”就这样，老人在读书期间，第二次获得了殊荣。

老人燕大毕业后即留校教书，走上了教育之路。后因日寇侵华，燕大内

迁，老人又任教于四川大学，直到去世。在此，他做出了一生中的重大贡

３００



献，被川大聘为终身教授，为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 （四川大学首批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为四人。另外三位是：柯召、缪钺和徐中舒），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成为首批博导，被学界一致公认为 “蜀学大师”“龙学泰斗”。

在他去世后的追悼活动中，启功先生发来唁电，亲自书写祭文 “呜呼挚

友，明照杨公。百龄上寿，学府文宗。及门多士，四海腾名，行文绣虎，探

赜雕龙。品高行直，恩怨从公，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季羡林先生亦发来

唁电。政界中上至教育部，下至大足县政府四大班子，均无一漏缺，发来唁

电，献上花圈，亦有日本、韩国、美国的学者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

来电致哀。追悼活动中，近四百个花圈和那络绎不绝的追思人群，都无声地

告诉人们，老人在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连许多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也在

老人灵前三叩九拜，长跪不起，为痛失蜀学大师而悲泣！

逝者如斯，年久日远，学界丰功，自留学界咀嚼。我等作为家人，仅以

本书的点点滴滴，作长忆之留念，并留此陈迹，以示后人。

二

上面，我们勾画了老人的一个轮廓，下面说点关于他在学界的地位和专

家们对他的评价，在这个 “轮廓”中加几笔，让他的形象较为立体。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面对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对它们的研

究，从未断代。面对这些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研究，古典文学界从来都是

以大的时期来区分的，如 “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明

清时期”等等。从内容特点看，很早就有 “经” “史” “子” “集”的划分。

而结合时代和性质两个指标，还可以分得更细致、具体，如 “唐诗”“宋词”

“明清白话小说”等等。这样区分的目的，是为了对研究的时期和内容，有

个大的归类。（有如医学界，将临床学科大致分为内、外、妇、儿科一般。）

可是，却有两个例外：

对 《红楼梦》的研究，人们称它为 “红学”；

对 《文心雕龙》的研究，人们称它为 “龙学”。

此外，在中国文学界，再没有第三种 “学”问世！可见， 《文心雕龙》

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上面说了，当代 《文心》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四川的杨老令公。可对学

界外的人群来说，他在学界的地位究竟如何？不甚了解。为了使他的 “画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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弢翁其人

像”更有层次感，我们走条捷径：用学界自己的话来评说他，如何？

为此，我们引用１９９０年成都出版社出版的 《文心同雕集》 （１９８９年为

老人八十大寿而特别编著的 “用专业祝寿”的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几位中外

古典文学专家的话，以资旁证。

项楚：

欣逢杨师弢甫先生八秩华诞，学生敬掬一瓣心香，祝颂先生灵椿不

老，长为后学楷模。谨以此文为先生寿。

项楚是杨先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所指导的研究生，现为川大享受院士

待遇的文科学者之一。

户田浩晓 （日本）：

余曾读杨明照先生 《文心雕龙校注》，受益甚大，后 《大安杂志》

上草短章而述所感。因此，与先生结学缘。后辱蒙 《文心雕龙校注拾

遗》惠赠，知先生识深，学而不厌，老而愈健。１９８４年，在复旦大学

主办的日中学者 《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席上初见先生，温容如慈父，

清姿如壮者。人品高雅，钻仰无极。今兹闻寿八十，恭颂椿龄万福，祈

笔研多祥。

珊德拉 （意大利）：

杨明照教授，不仅是一位享有国际盛名的学者，而且是一位非常不

凡的人物，在我翻译 《文心雕龙》的时候，杨教授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

帮助，现在，这些文章仍是我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珍贵参考资料。在

我的书房里，有许多我最亲密的朋友的照片，其中，就有一张去年在广

州 “《文心雕龙》研讨会”上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主席台上的桌子，

我正在发言，显然很激动，杨教授热情地注视着我，好像在鼓励我，这

确实是对我一个极大的鼓励。在此，我谨以此短文向杨明照教授表示由

衷的祝愿，祝愿杨明照教授长寿，并在学术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６日于米兰

王更生 （中国台湾）：

学不已斋主人杨明照先生，是我国 《文心雕龙》学界泰斗，我虽然

和他没有见过面，但他对我的研究心路确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回忆１９６２年，当时，在台湾 《文心雕龙》研究的园地里，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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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洪荒初辟的局面时，幸得拜读先生大作 《文心雕龙校注》，从此眼

界始远，胸襟始宽；并以为先生之论断客观，不仅可以上继黄札范疏，

而资料的详备更有过之。１９８６年，读其 《学不已斋杂著》，１９８９年４月

又续读新近出版的 《刘子校注》，深觉先生数十年锲而不舍，以及旷怀

古今的治学态度，不只是令人鼓舞，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导师，今日

欣逢先生八十嵩庆，我因身在台湾，不能亲往致贺，特呈上近作 《刘勰

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际》作为向先生祝寿的献礼。并聊表个人衷心景仰

的微忱。

陈跃南 （中国香港）：

寿杨先生明照教授

天府耆英振汉风，

雕龙显学仰明公。

探微索隐校笺力，

论事知人注传功。

扬榷前修征道范，

扶持后秀见仁衷。

群彦贡辞同颂贺，

先生德业永崇隆。

潘重规 （中国台湾）：

杨明照教授精研 《文心》，蜚声国际，著述之丰，钻研之勤，举世

罕匹，值先生八秩寿辰，四川大学中文系特召集 《文心雕龙》学术讨论

会，并编辑出版学术论文集，重规早年聆雅教，暮齿无成，聊贡拙稿一

篇，用资祝嘏，且以呈正，并希垂教为幸。

张志烈：

杨明照先生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宏富精详，日本学者誉为 《文

心》研究两轮之一，今年为杨先生八十寿诞，执教五十周年，仅撰此小

文，以志祝贺，构思之端，即受启发于先生之大著之附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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弢翁其人

　　冈村繁 （日本）：

杨明照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先生，因此，如能以此拙文祝先生八十大

寿，幸甚！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

安东谅 （日本）：

衷心祝贺杨明照先生八十大寿，１９８４年在上海初次见到先生时，

先生说：“中国的老年人，一般是 ‘眠食无恙’。”对此，我深深佩服，

祝先生永远健康！

黄维梁 （中国香港）：

１９８８年龙学之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笔者叨陪末席，初识了

几位心仪甚久的龙学大前辈。其中一位，是 “龙伯”杨明照教授。杨先

生年近八旬，身壮力健，温雅中不掩豪迈之气，年青的曹顺庆教授追随

左右，“晚有弟子传芬芳”，杨先生有这样一位 “龙的传人”，自感心怀

喜悦。近得顺庆兄来信，称将为杨先生编印八十大寿庆贺文集，向我邀

稿，笔者深感荣幸。于是呈交拙稿，作为一份小小的献礼，表示对这位

龙学杰出前辈的敬意。并祝他健康长寿，龙虎精神，拙作得附龙尾，尚

请博雅君子不吝指教。

易健贤：

余于而立之年，受业杨明照先生门下，先生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弟子浅陋之资，得入宫墙。耳提面命，启茅塞之窦顿开；时雨春风，指

学术之路渐进。并涓滴之露，足益终生所用；岂寸草之心能报三春之

晖。今值先生八十寿诞，谨以此文，永志先生拔矅教诲之情。

　　作者为１９７８年杨先生之硕士，现任教于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

吴调公：

古有 “三不朽”之说，衡诸 《文心雕龙》研究耆宿杨明照先生之

学，允若符契。因文明道，以鼓天下之功，斯为立德；博宗典籍，探微

索隐，开一代之学风，斯为立功；日居月诸，涵今茹古，居制散篇，靡

不精粹，为海内外所共仰，斯为立言。今欣逢杨老八秩华诞，忝附同

文，衷心欢忭，奚可不伸抠衣葵向之忱？爰以芜作敬为先生寿，既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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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之颂，益庆先生之三不朽也。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４日

作者为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读了以上十多位中外名儒的评价，杨明照先生在学界之名，也许能在读

者心中留下一点痕迹了。下面，我们将用一些点滴小事，进一步将他勾画得

更为 “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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