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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大师李亮工

引　子

李亮工（1882—1947），1904 年公费赴日留学，期间于

1905 年加入同盟会，1906 年得识余杭章太炎，与黄侃同为

章门入室弟子，专事小学（语言文字学）研究，时有“北李

南黄”之称。1908 年，他从日本回国，参加孙中山、黄兴

等人领导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于

民国元年（1912）元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南洋教育司司

长，2 月任山西大学校长，任职仅三个月便因不满阎锡山

当局愤而辞职回乡。1916 年袁世凯死后，曾在北京讲学一

年，应山大多次敦促回校任文学院教授、院长，先后二十年。

章太炎 1932 年最后一次到北京讲学，称“北方治小学者，

亮工应推第一。”其意可与自己并列，从此遂有“南章北李”

之说。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为躲避日本人纠缠利用，先南

逃至万荣县阎景镇避难，再于 1939 年夏流亡西安，先后讲

学于华山华麓学社和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等。1947 年 11

月病逝于西安。遗著有《音韵学》（山大语文科石印讲义）、

《〈音韵学〉增订加注》《〈说文解字〉注订》、《〈说文解字〉

增订笺记》、《〈尔雅〉新义》、《〈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笺注上》、

《〈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笺注下》、《章太炎〈文始〉注释》、《成

韵图解》、《〈文殆〉菚记》、《〈文学总略〉笺注》、《说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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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种》、《春秋五十九凡例》《吕季姜醴壶铭记》等及《篆

书三字经墨迹》等。现在查寻到的仅《春秋》一册，《〈春秋

左氏疑义答问〉笺注》上、下各一册，《〈文学总略〉笺注》

一册，《吕季姜醴壶铭释》一册及《尚母李太夫人墓志铭》。

李亮工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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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身世  

李亮工，名镜蓉，以字行。河津老县城人。早年住南街，

后来住东街，终年 66 岁。

年幼时，家居南关，其父文炜公开草药铺兼治小病。

启蒙阶段在米家湾外祖父米炳光先生私塾中接受教育。开

始时仍像其他小孩一样，到处嬉玩，童性未泯。7 岁那年，

李亮工夫人柴芝英（1885—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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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教师外出，贪玩的李镜蓉在私塾中与同伴齐唱 “茄子

老了一包籽，人老了肚子一包屎”，恰遇米炳光老先生进门，

众皆骇然，不知所措。老人用手摸索其头顶念叨曰 ：“小孙

孙，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世事艰难，开始用功读书啊！”闻言，

幼年的李镜蓉在心中反复琢磨，倏然悔悟，此后便知道用

功。他天资聪敏，过目不忘，为同侪之冠。米炳光老先生熟

读经史，兼涉百家，为当地一代著名学者。在外祖父的影

响和精心引导下，幼年的李镜蓉刻苦钻研，自强不息，奠

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从 10 岁左右开始，李亮工离开外祖父家，返回到河

津县城生活，送到官办文清书院继续读书。由于他学业成

绩突出，又经常代人抄写书本，挣些银两，减轻家庭负担，

逐渐薄有文名，与后来的著名学者齐鹤仙同为一代名师周

自道的得意弟子。

14 岁那年，即 1895 年，其父文炜公去世，家里生活

十分困苦，少年李亮工一面坚持夜晚在家苦学，一面利用

街面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白天，在做小生意的闲暇时间，

仍在街面摊位上看书习文。这情景被本县黄河东岸口头村

（现清涧镇龙门村）的一位先生多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并有意识地试着与其几次攀谈，知道了少年李亮工家里虽

然很穷，但谈吐不凡，有大志气，且相貌堂堂，日后必有出

息。这位先生姓柴，经营船只店铺，家境殷实，本人颇有文

化，有识人之明。柴先生亲自找到李家向亮工之母提亲，

明确表态只要李家同意，愿意不要任何聘礼把爱女嫁给亮

工，而且嫁妆照陪。这样就定下了李亮工的婚姻大事，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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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成了李家的亲家翁。

1903 年，李亮工和柴先生女儿柴芝英结为百年之好。

二人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患难与共，先后生育 5 男 3 女。

柴芝英一生相夫教子，处事得体，富贵不奢，穷困不移，直

至 1962 年过世，终年 77 岁。

二、求学太原

1900 年，河津以张守忠、范居江为代表的义和团志士，

在“扶清灭洋”“保国灭教”口号的激励下，杀死了英国传

教士泌学诚（译名）夫妇等 8 名“洋人”，这便是当时震惊

清廷轰动全省的河津“教案”。 1901 年，以慈禧太后为首

的清王朝向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屈膝献媚，下旨剿灭义和

团。清廷残酷地杀害张守忠、范居江等人，又将河津人士

赴绛州考擢秀才的科场停办，以示惩戒。当年，李亮工拿

上其母米老夫人亲手做的三双布鞋，背上干粮，偕米家湾

的舅舅米子美——米庭翰之父，结伴数人，步行到太原参

加考试。放榜之日，众人名字多在榜上，独独未见李亮工

名字。正在茫然之际，有人惊叫特等榜上仅一人，是河津

人李镜蓉，李亮工以特别优异的成绩被录入太原令德堂学

习。李镜蓉一人被列入山西特等榜的消息传至京城，为当

时负责学政的一位清廷亲王所赏识，成为日后（1904 年）

选派他参加公费留日的推荐者。

令德堂是山西大学堂中斋的前身。1902 年，清廷以

庚子赔款组建山西大学堂时，在令德堂的基础上组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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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山西大学堂是清王朝实行新政时，在全国最早成立的

三所大学之一。其余两所是 ：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

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即后来的天津大学。

李亮工在太原学习期间，家里的经济状况异常紧迫，

吃饭无粮，日用品匮乏，家人常到邻居家借粮。没有醋了，

把醋坛子用水洗一洗倒出来当醋用……看到日子过得这么

可怜，其妻柴芝英下决心向娘家求助，第一次从娘家拉回

一马车的麺、碳、柴、布、醋、油、盐等。自那以后，柴芝英

娘家弟弟过些时候就送来些吃的，穿的和其他生活用品给

姐姐，帮助解决了李家生活上的困难。

李亮工深知家人供自己上学要忍受艰难困苦，心中常

感愧疚。为了生活，也为了减轻家人负担，他常常白天学

习，晚上给人抄写小字文书到深夜，以换取一部分生活费

用。他比别人更加珍惜时间，刻苦钻研，在学业上大为长进，

志趣上更加不凡，常常为老师和同学们所赞许。

三、留学日本  

1904 年，李亮工由清廷公费选送日本帝国大学北海

道农学院攻读农艺学。当他走出国门、放眼世界时，深感

要改变中国社会腐朽落后的现状，必须走教育救国之路，

着眼于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于是，他在攻读农艺学的同

时，继续兼攻国学。1906 年，得识余杭章太炎，以 20 个龙

洋为贽，先后与黄侃拜太炎先生为师，同为入室弟子，专

事小学（语言文字学）研究，当时有“北李南黄”之称。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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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准备再去德国学习，因而学了德文，同时学了英文（用

韦氏音标发音）。

留日期间，留学生每月享受清政府一定数额的生活补

助。别的学生都要从家里给日本寄钱，只有李亮工反过来

从日本往家里寄钱。这是因为他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节

假日或课余时间，为一些自费留日的学生补习拉丁文、日

语等科目，以应付入学考试或其他考试。他虽然不是为别

人赠予的报酬而去的，竟也因此获得了一笔额外收入。有

了这笔收入，加上他平时生活十分节俭，所以有一定的经

济积累补贴家人生计。

留日同学中，除了同去的比他还小一岁的舅舅米子美

外，先后熟悉的同学有姚以价、鲁迅、景梅九、王用宾、温

寿泉、钱玄同、邵修文、刘禺生、阎锡山等。李亮工的长孙

李云先生回忆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情形时说，爷爷在留学日

本期间，从不涉足娱乐场所，一般不参加游乐活动，在居

所经常与学生围桌端坐，讲课补习，研究学问，外号“朝

廷”。 同乡景梅九经济状况虽然不算富裕，但他性格豪放，

乐善好施，常能接济困难的学生，不使断炊，外号“灶君”。 

名士刘禺生在生活上不拘小节，经常到孙中山先生府上蹭

饭吃，因吃饭等生活琐事弄出一些笑料。

留日期间，李亮工曾与赴日考察和学习的刘盥训及

其三弟刘绵训相识，以后两家结为姻亲。刘盥训，字芙若

（1876—1953）；刘绵训，字翼若（1881—1919），刘盥训三

弟，山西省临猗县陈家卓人。刘盥训为清末拔贡，1904 年

清朝最后一期科举考试，适逢父亲去世丁忧，未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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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绵训在此科考中进士。二人都为同盟会员、民国元老、

文人志士。

1905 年（罢课期间），李亮工曾从日本回家探亲一次，

之后又返回日本。

四、民国元老 

1904 年底，李亮工在日本参加了由蔡元培任会长的

光复会，曾负责会务工作。1905 年，在孙中山的倡导下，

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在日本联合组织成立了中国

同盟会，李亮工成为第一批同盟会成员，先后结识了孙中

山、黄兴、蔡元培、汪精卫、张溥泉、秋瑾等，其中与黄兴、

蔡元培、张溥泉等人的来往密切。李亮工与张溥泉交谊尤

深。溥泉，即张继，以字行，河北沧县人，1899 年留学日本。

1904 年参与创立华兴会，1905 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

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国民党参议。1913 年当选第一届国

会参议院议长。1917 年后任护法军政府驻日外交代表、军

政府顾问。1920 年任广东军政府顾问。1923 年 10 月 19

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和张继等为国民党改组委员。抗日战

争开始，西安定为迁都备选都市，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

张继为主任，王承斋为副主任。李亮工第三子李叔玉由山

西大学工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同蒲铁路工务处，抵陕后就

任于西京筹备委员会工务科，连定一（名振东，台湾国民

党原主席连战之父）任秘书。1944 年张继之独子在成都殉

命，手足无措，身边无人照顾，便调连定一到重庆，住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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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连定一从此便与李亮工长子李伯常往来，尊称“大哥”。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连定一转往台湾，任台北市参议会秘

书长。1947 年张继去世后，连定一接张夫人到台湾奉养，

1948 年底李伯常受命计划赴台时，连定一提出让李伯常住

在他家后院，因为张夫人住在后院，由他一家供养比较吃

力，而两家供养则比较方便。后来李伯常遇难，连、李两家

便无往来。

留日期间，中国留学生因为反对日本歧视，同时也反

对清廷取消留学生官费津贴等而组织过罢课活动。每次遇

到此类活动，李亮工都积极参与，从未退缩过。

1906 年 10 月 13 日，大同阳高籍留日学生李培仁为

反对清廷腐败无能，声援山西争矿斗争，在日本蹈海而死，

以明心志，在广大留学生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清怒潮。18

日，有数千人参加了统一组织的李培仁烈士追悼会。李亮

工积极参与了这次追悼会的组织活动，并和很多仁人志士

一样为李培仁烈士撰写下了挽联 ：历代慷慨悲歌之士燕赵

特多，乃见数千年风韵犹存，侠怀独壮，莫奈群魔，聊捐斯

身寻往哲 ；全晋生命财产之资平盂为重，忽传五十里河山

又割力抵不能，宁以魂守，坚持此意励同胞。

1908 年，李亮工从日本毕业回国，主要跟随黄兴等人

参加革命运动。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

临时大总统。1 月 3 日，蔡元培受命担任临时政府教育部

第一任总长，接着任命李亮工担任南洋教育司司长。

1912 年 8 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李亮工遂由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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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

五、改建山大

1912 年 2 月，遵照民国教育部令，“从前各项学堂，

均改称学校 ；监督、堂长，一律改称为校长”，山西大学堂

改名为“山西大学校”，任命李镜蓉（李亮工）为山西大学

校第一任校长。刘允丞、张溥泉、胡笠僧、温寿泉、刘绵训

等挚友力推先生前往任职，为改进山西大学堂贡献力量。

李亮工接到教育部委任后即到学校视事。之前，山西

大学堂西斋由英国人李提摩太主管，所提意见每每与校方

相违。李亮工担任校长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学原则，坚

决贯彻部令，实施必要的改革。他延聘教师，招揽学生，进

行复课准备工作。又根据教育部令，裁撤原山西大学堂中

斋与西斋建制，筹设本科和预科学制 ；取消旧课程中诸如

《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

其他有碍新国民精神养成的所有科目。同时，继续传承山

西大学堂时期选拔优秀学生赴英国等国留学的传统，开展

留学生选派工作，为高校未来师资和国家各方面建设人才

的培养拓展道路。这些工作均为新山西大学校的建设与发

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李亮工任职从当年的 2 月至 5 月。虽然只有短短 3 个

月的时间，但他属于学校改制时期的一位过渡性校长。他

在 3 个月任期内，积极从事复校和筹建新学制等事宜，对

山西大学校复校、复课以及大学校初期之改制工作贡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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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山西大学堂向山西大学校转型过程中起了“承上启

下”的作用。

当此时，李亮工尽管有着良好的学术经历和工作素

养，但是对于阎锡山当局的做法甚为不满，同时也因为此

时孙中山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由袁世凯在北京接任

总统，临时政府亦由南京迁往北京，开始了北洋军阀在中

国的统治，政治形势的逆转和当初推翻清廷统治建立中华

民国的美好愿望大相径庭，于是他愤然辞去山大校长之职，

此后将毕生精力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讲学工作。

李亮工友人中有 ：刘允丞（1881—1941）名守中，字

允丞、允臣、允城，自号留运城。陕西富平人。同盟会员，

辛亥志士，深得孙中山器重。曾与中共领导人李大钊、王

若飞交往甚密。 

胡笠僧（1892—1925） 名景翼，陕西富平人，民国名

将。

六、辞职回乡  

李亮工辞去山大校长之职后，回到河津故里。一方面

虔心侍奉母亲，耕作几亩薄田，关心儿女们成长 ；一方面

潜心读书，研究国学。特别工于音韵训诂，历时数年，术业

日趋深邃。其间，他还关心地方风气，倡导平民教育，推广

识字活动，反对妇女缠足。

同时，他还关心地方农事，根据河津地处汾河最下游

的特点，督促建立起汾河水利委员会并在其中担任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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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咨询顾问。有一段时间，他曾在运城居住，河津不时

有人前往运城家中同他商议汾河水利之事。

七、求职北京   

民国 5 年（1916），袁世凯死去，袁氏帝制垮台。李亮

工决计走出河津，离开晋南。最初考虑到陕、豫两地，因为

这两地离故乡较近，照顾老母亲较为近便 ；而且豫、陕两

地也有故人邀请照应。后来应北京图书馆馆长刘翼若之请，

赴北京讲学。

他之所以选择北上京城，一方面因为京城的学术气氛

比较厚重，另一方面想亲眼看到袁氏帝制覆灭后政治形势

可能出现的令人欣喜的变化。

他在北京待了一年，亲眼见到时政仍为袁氏余孽所把

持，不甘同流合污。此时，山大旧友纷纷邀请，特别是王猷

辰先生（即王录勋，字猷辰，1912 年 9 月任山西大学物理

学教授、工科学长，曾于 1918 年 8 月至 1937 年 11 月任国

立山西大学校长）恳切地敦促道 ：“同样教书为什么不回

来教教三晋子弟？”并提出将自己在新满城一号的宅子借

给李亮工一家居住。这样，李亮工从北京返回到太原。

八、山大任教

1917 年初，李亮工接受邀请，重返山大文科任教，先

后任国文学系主任、教授等职，专事教学，主讲《说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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