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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天风百丈清泉
一一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建系八十周年学术

传承回顾

噩噩噩

暨南大学是一所素以重视科研学术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各院各系都十分注重学术的
发展，历史学系尤为突出。历史学系成立于 1928 年，至今已历八十多个春秋，经过多年

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特色，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既勇于开拓，又严谨求实。

在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八十年的历程中，先后有周谷城、周予同、陈高情、沈炼之、谭其

骥、朱杰勤、金应熙、陈乐素等史学大师在本系执教，就体现了这种学术传统和特色的 回
传承。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之初，学术气氛就非常浓厚。在黄凌霜、许德珩主任的指导

下，谭其骥和周镜吾等同学成立了历史社会学同学会，创办了《历史社会学两月刊~，吸

引众多的历史社会学爱好者参与其中，同时还开展野外考古活动等，这些活动既开拓了

师生的学术视野，增长了他们的学术阅历，又活跃了系里钻研学术的气氛，培养了学生

钻研学问、探究历史的良好志趣，也推进了系里的学术研究，为以后历史学系的学术研

究氛固定下了良好的基调。此后，史学大师一个个走进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培养和加强

了历史学系勇于开拓、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和特色，为历史学系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坚

实而又深厚的基础d

20 世纪 30 年代在历史学系执教的史学名家有周谷城、周予同、陈高铺三位先生。周

谷城 1921 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 1927-1930 年在暨南大学附属中学和中国

公学任教。 1932 年，周谷城来到暨南大学，从这年秋天到 1933 年夏担任暨南大学历史社

会学系主任。周谷城学术视野开阔，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

主张研究应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强调"历史完型论"0 1935 年，暨南大学组织《中

国通史》编篡委员会，以何炳松、郑振锋、周予同、陈高儒、周谷城等为委员，由周谷

城编著成书。在《中国通史》中，周谷城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强调也论

结合，阐述与论证融为一体。他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乌瞰中国历史的变迁，使用对

比的手法纵论中外历史，给人以宽阔的视野和对历史规律的系统认识，受到了历史学界

的好评。该书先在校内油印，后由开明书店出版，被很多高校用为教材，供不应求，以

后还在香港、澳门、台湾及国外发行。除《中国通史》外，周谷城还于 1933 年出版了

《实验主义伦理学~， 1939 年出版了《中国政治史~，这两本著作同样影响很大。这个时



回

暨晶史，营第六辑

期，周谷城还发表了《现代中国经济变迁概论》、《近代欧洲政治演变之动力》等多篇论

文。直到 1942 年秋，周谷城才离开暨南大学，去了复旦大学。

周予同少年时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治让创办的蒙学堂，后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

校，因此他不仅精通经学，受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也比较深。周予同认为"使青年学

人超脱传统的学派偏见，从历史人手，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不致老是陷在‘落后的'

泥沼里，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由此在 1935 年到暨南大学任教后，周予同

仍对经学研究不辍，出版了《群经概论》、《孔子》等著作，以及大量贯穿着其实事求是

的研究风格的论文，如《治经与治史》、《道儒的党派性》等。 1935 年，暨南大学组织

《中国通史》编篡委员会，时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的周予同与何炳松、郑振锋、陈高儒、

周谷城等同为委员，由周谷城编著成书。 1936 年，在校长何炳松倡导下， {暨南学报》创

刊，并成立了"国立暨南大学编译委员会周予同担任主席，负责学报的编印、出版工

作。 1937 年 8 月，历史社会学系改为历史地理学系，周予同继续担任系主任。 1940 年，

周予同兼任暨南大学教务长，同年还被学校邀请与金兆梓、郑振锋等十余人组成"学林

月刊编辑委员会创办《学林》月刊，于当年 11 月出版了第 1 辑，周予同本人的《五

十年来中国的新史学》载于第 4 辑中。 1942 年，暨南大学迂至福建建阳，周予同也随校

去了建阳，此时他还身兼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丛书编篡委员会委员。在这几年当中，周

予同一方面继续研究经学史，另一方面为编写教材花了大量心血，编写了《本国史》、

《国文教科书》等，此外还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 0 1943 年，周予同离开暨南大学，

先在开明书店任编辑兼襄理， 1945 年又到复旦大学当教授。

陈高铺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大约在 1935 年至 1940 年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35 年 1

月 10 日，陈高倩与王新命、何炳松、武育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樊仲云、

萨孟武共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第 1 卷第 4 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

言~ ，认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

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吸收

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是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主张不守

旧，不盲从。"十教授宣言"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陈高铺等十位教授于 1935 年 5

月 10 日发表文章《我们的总答复~，认为"我们所揭策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在纵的方

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在时间上重视此时的动向，在空间上重视此

地的环境，热切希望我们的文化建设能和此时此地的需要相吻合"。陈高铺本人认为，

"文化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总汇，而亦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因此非常关注中国文化的研究

问题。他在暨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把在教学中遇到的许多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于 1937 年 1 月写成了《中国文化问题研究~ ，由商务印书馆于 1937 年 6 月出版发行。从

1936 年起，陈高铺在暨南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经过 4 年的编篡，

于 1940 年由"国立暨南大学研究委员会"作为"国立暨南大学丛书"出版，他任主编。

该书共 10 册， 1600 余页，将自秦至清 2000 余年的天灾人祸，分为水灾、旱灾、内乱、

外患等六部分，用中西历对照，以年表形式记录，书末附有各代灾祸统计图表 30 余幅。

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国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水利史、气候

学的学科重要参考书，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把它列为参考书。

该书问世后直到今天，一直被有关学科的学者参考引用，历久不衰。经过上述三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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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的身体力行，身教言传，终于形成了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勇于开拓、严谨求实的学

术传统和特色。

20 世纪 40 年代，沈炼之和谭其骥先后来到暨南大学，他们在历史学系的任教，进一

步发展了勇于开拓、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和特色。

1943 年 8 月，沈炼之应聘到暨南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暨南大学史地系主任、文学院

院长、代理校长等职，直到 1948 年才离开暨南大学。他在暨南大学的五年任教生涯中，

开设有西洋思想史、法国史、西洋文化史等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学术研究上受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当时学术研究的影响，他也更讲究求实创新，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的发

展，翻译和出版了《世界文化史》和《罗曼·罗兰传》等多部世界名著，成为海内外的

知名学者。他在讲授西洋通史时，着重讲述西洋文化史， J. E.斯温著的《世界文化史》
最初就是作为西洋通史课的教本在闽南由他翻译并于 1944 年出版的，出版后极受读者欢

迎，后经周予同等先生推荐，于 1947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重版， 1949 年再版。此书从远古

叙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内容十分丰富，结构条理清晰，在当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

空白，对推进我国的世界文化史研究，传播世界文化史知识，起了启蒙和开拓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沈炼之随暨南大学于 1946 年从建阳迁回了上海。 1948 年，沈炼之离开暨南

大学，返回故乡温州中学任教。

谭其骥是暨南大学社会历史系学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编辑学术

刊物， 1947 年受聘为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讲中国沿革地理、魏晋南北朝史、中国 ·回E

文化史和中国史学史等课程。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完成了《秦郡新考》、《浙江省历代行 -

政区域一一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等文，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谭其骥的学术研究讲究论从史出，各项研究都有其独到见解，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

界的著名学者。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展开，尤其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系又有

朱杰勤、金应熙、陈乐素等史学大家执教。他们在这个新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研究环境中，

秉承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将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朱杰勤在来暨

南大学之前已是中山大学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参加了暨南大学 1958 年在广州的重建，

1959 年至 1970 年担任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在这段时期，朱杰勤主要致力于中外关系

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著有《亚洲各国史~ ，还翻译出版了《十八世纪中国与欧

洲文化的接触》、《大秦国全录~ ，发表了《泰国华侨的经济状态(1948-1956n 、《十九

世纪中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明末

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者的记录机《一七四0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反抗荷兰殖民

者的斗争》等论文，使他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 1970 年暨南大学停办，朱杰

勤先后到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工作， 1978 年暨南大学复校又回来任教，直到 1982 年

调任本校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这期间朱杰勤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中外关系史论

文集~ ，翻译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还发表了《中国与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其处境》等学术论文，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

史研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金应熙早年在香港大学读书时师承著名的文史学家许地山先生，后又受到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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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鉴、陈君穰等人的影响，孜孜不倦地探索追求，自身就形成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的学术风格。 1978 年，金应熙来到暨南大学，担任历史学系主任，直到 1984 年才卸任。

金应熙在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还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发表了《十九世纪前半叶

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的两次起义》、《十九世纪中叶前的越南华侨矿工》、《越南历代

封建王朝对老挝的控制和侵略》、《别了，殖民主义时代一一论香港怡和财团的兴衰及其

启示》、《关于香港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等学术论文。

陈乐素是我国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宗师、著名教育家陈垣之子，受家学熏陶甚深，主

攻宋史，在学术上多有造诣。 1979 年，陈乐素来到暨南大学，任历史学系教授，并担任

宋史研究室主任，直到 1984 年调任本校古籍研究所所长。陈乐素在学术上异常严谨，从

而也在不自觉中传递了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他在研究中重视材料，主张让史料说话，

每有著述，必先大量搜集有关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等，最后成文，继而又以文

稿广事商榷，征求意见，几经删改，方肯刊布。在历史学系执教期间，著有《求是集》

等，先后发表了《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 《珠矶巷史事》、 《袁本与衡本〈郡斋读书

志n、《桂林石刻〈元桔党籍n、《略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n 等学术论文，都是高

水平之作。陈乐素的宋史研究持续近六十年，不愧是一代宋史名家。

在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八十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位史学前辈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认真

钻研学术，形成和发扬光大了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而且还注重学术传承，培养了大量

的学术传人。这些学术传人如今都已是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建树成林，在学术界享

有声誉。他们传承着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和特色，推动着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

学术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如今的暨南大学历史学科已经获得了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还获批了历史学科一级学科博士后

流动工作站。此外，历史学二级学科专门史和中国古代史还是省部级重点学科。暨南大

学历史学科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江山代有才人出。老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数代学术精神血脉，将会代代相传，永不枯

竭。可谓一脉天风，百丈清泉。

(作者:冀满红，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利，暨南大学历史系在

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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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朱杰勤先生致王贵忱先生的五封信

回圈圈圈

著名历史学家、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创办者朱杰勤先生(阳 6.12-1990.5.9) 与
著名文献学家、可居室主人王贵忱先生相交近三十年，关系密切。在可居室珍藏的师友

手札中，有五封朱杰勤先生晚年的来信，见证了两位学者的交往，并记录了朱先生晚年

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该批信札为朱杰勤先生亲笔，用钢笔书写在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的原稿纸上。最早的一封写于 1986 年 5 月 13 日，最迟的一封作于 1990 年 2 月 8 日，下

距朱先生逝世仅三个月零一天的时间。蒙马明达教授相邀，脚印发表并略作诠释如下。.

朱杰勤先生之于王贵忧先生，谊在师友之间。而两人的交往，则缘于对龚自珍研究

的共同爱好。

据王先生回忆，他与朱先生的订交时间较早，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因购买《龚定

庵集》而邂逅于广州文德路古书店。此后两人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每次见面必谈龚学

(王贵忱: <龚自珍与晚清钱币学一一朱杰勤教授逝世八周年纪念}， {广州师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n 1998 年第 5 期)。可居室所藏这五封朱先生的来信印证了王先生的这一说法。

在这五封来信中，就有四封与龚自珍研究有关。第一封是 1986 年 5 月，王贵忱先生在其

撰写的《龚自珍初刻本诗集〈破戒草n 一文在《广州日报》发表后，将其寄呈朱先生

指正，朱先生在百忙之中回信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建议加上版本插图，在专业刊物上发

表。第三封是 1986 年 12 月，朱先生将手头唯一一本自己的著作《龚定庵研究》出借给

王先生;第四封的末尾则提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就是晚年的朱先生仍一直坚持对

龚自珍的研究，并曾经撰写过长约三万字的论文《龚自珍师友记》。在信中，朱先生还向

王先生建议合作编写《龚自珍研究资料》一书。此后两位先生曾约定在次年的春节下榻

于可居室，共同编写《龚自珍研究资料》书稿，不料朱先生在春节后不久病作以致不起，

此事遂成为他一未了的心愿， {龚自珍师友记》最后也未见发表，其手稿不知去向。在第

五封中，朱先生不但还惦记《龚自珍研究资料》的编写，而且亲自抄录了晚清广东著名

诗人张维屏的一首《龚定盒中翰(自珍)招同诸词人集龙树寺}，供王先生研究时参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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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勤先生出生于民国初年，其所接受的教育具有该时代的明显烙印。他在童年时

先后接受传统的家庭及私塾教育， 14 岁时转到英文学校求学，数年后辍学，在商店里充

当杂役，工余报读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函授学校，读完中文、英文、数学、商科等.专门课

程。 1933 年投考中山大学研究院，在朱希祖先生的指导下从事秦汉史的研究(杨安尧:

《朱杰勤传略} ，见林远辉编: {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版)。正因经历了早年的传统教育和后来的院校专业训练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朱先生

才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他不但能够掌握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熟谙外语，通晓外国历

史，而且在传统的经史和诗文方面也有着深厚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讲，传统文人和现代

学者的不同特质在朱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实现自己所提出

的沟通中外、通古今之变的治学主张。这一特点体现在他的治学领域上，就是他的研究

并不仅仅限于历史学一门，而是旁通其他多种学科。因此，他不但在中外关系史、中外

交通史、南洋史和华侨史等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成就卓著，在其他诸如美术学、中外

文学、龚自珍等不少研究领域也多有建树，成绩斐然。朱先生的学生林远辉曾编有《朱

杰勤教授著译目录} (见《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附录) ，尽管该目录所收录朱先生的

著述并不太完备，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其学问的广博。

在朱先生历史学以外的众多研究成果中，龚自珍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早在

1935 年，朱先生就在《现代史学》第二卷第 3 期发表了《龚定庵之史地学}，此后又陆

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并于 1940 年编成《龚定庵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第

一本关于龚自珍研究的专著，共分六部分: {龚定庵别传》、《龚定庵之革命思想》、《龚

定庵之掌故学》、《诗人龚定庵》、《龚定庵之史地学》和《龚定庵之金石学} ，各部分既

可独立成篇，又有机地联成一体。据其自序介绍，该书的特点是"皆论列定庵最擅长之

学术，而又勘人道者;此外各科，在定庵则为涉猎，在世间则人所共知，恕不具论"。该

书至今仍是龚自珍研究的重要文献，颇受学界的重视，初版之后一再重版:商务印书馆

1947 年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2 、 1972 年两度再版，台北文星书局还有擅印本(见林

远辉编: {朱杰勤教授著译目录}) ;此外，笔者还曾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见

到香港崇文书店 1971 年的版本。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在第三封信中，朱先生出借给

王先生的《龚定庵研究》即台湾商务印书馆重版的本子，而目前可居室收藏的这本著作

有民国版及台湾版两种。

E贵忱先生对龚自珍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酷好版本收藏

的他在津门旧书店邂逅了著名的收藏大家周叔强先生( 1891一1984) ，从此成为忘年之

交。在周老的指导下，玉贵忱先生将收藏重点集中在地方文献、钱币文献以及龚自珍著

作版本等当时不为他人重视的领域上。目前，他对龚自珍著作版本的搜集堪称私人藏家

之冠，其对龚自珍著作早期版本的考证和梳理成果具见于《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

一文，于 1986 年至 1989 年间分六期连载于《广州师院学报} ，被推为研究龚自珍著作版

本考订最为详尽的著作。

据王贵忱先生介绍，朱先生对龚自珍的研究主要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同时擅

长对其诗文进行解读。由于其本人在传统诗文创作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他对定庵

诗文的研究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对于龚氏著作的版本，则像多数学者一样，并没有太多

的留意。相反，王先生则偏重于版本学的研究。但这种区别并不妨碍两人在这一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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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上的交流，正由于两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彼此在交流中更容易有所收益。

朱先生关于合作编写《龚自珍研究资料》的建议，大概也缘于这一点。玉先生一直有重

新编写《龚定庵全集》的愿望，当年，朱先生闻知后曾欣然应允参与其事，这即第五封

末尾所提及的"自珍诗文集新本"的由来。

在朱杰勤先生的建议下，王贵忱先生曾撰写了《龚定庵收集古钱币轶事纪闻》一文

(发表于《中国钱币~ 1987 年第 2 期) ，根据有关文献考证龚自珍的钱币收藏。 1998 年，

为纪念朱先生，王先生特地对此文进行修订，并增加相关的背景资料，同时介绍了朱先、

生的第四封来信，扩写成《龚自珍与晚清钱币学一一朱杰勤教授逝世八周年纪念》一文，

发表于同年的《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n 第 5 期。

在朱、王二先生的交往中，晚清广东大儒朱次琦(广东南海九江乡人，世称"九江

先生")也是其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从籍贯来看，朱九江属南海人，朱杰勤先生则为顺

德人。但两人其实为同宗，就辈分而论，朱九江先生是朱杰勤先生的族祖。

基于这个原因，朱杰勤先生对朱九江的事迹和学术也颇为留心，熟悉朱九江的著作

和有关史料，并曾有专门的文章研究、介绍朱九江的学术。早在 1937 年，他已经在中山 圄团团

大学《语言文学专刊》第 1 卷第 2 期上发表《朱九江先生经说》。到了 1987 年，又在 -

《学术研究》第 4 期上发表《朱九江学述》。据王贵忱先生介绍，朱杰勤先生在平时的交

谈中，多次提及朱九江有明显的反清思想，而且认为其晚年自焚文稿也与此有关。可惜

这种观点并未形成文字付诸发表。

1986 年底，时任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王贵忱先生正在创

办《广州史志~ ，同时筹备创刊号的编辑工作，因此向朱先生约稿，朱先生遂在 12 月 20

日回信，以《简朝亮编〈朱九江先生集〉正误》一文应命。其后王先生将其发表在次年

4 月出版的《广州史志》第 2 期"岭表艺文"专栏。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通过丰富的

文献资料和缤密的分析，指出简朝亮编《朱九江先生集》卷七中所收录的《北行抵清远

县寄季弟宜城书》并非朱九江所作，而是朱九江之兄士琦的作品。这篇文章内容简明，

篇幅也较短小，但考证精详，若非对朱九江诗文和史料非常熟悉，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

问题的存在。该文和前述的《龚自珍师友记》一样，都是《朱杰勤教授著译目录》所失

录的供文。

这五封信中，第一、第二、第五等三封均是朱先生在收到五贵忱先生寄呈请益的文章后

所写的复信。从这些复信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朱杰勤先生严谨的学风和对后辈的厚爱。

1984 年 4 月，王贵忱先生根据自己的藏品，结合著录材料，编辑成《三孔币汇编》

一书，并自行影印出版，书末附有"后记"一篇。 1985 年，以" {三孔币汇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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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题发表于《陕西金融》第 11 期。次年，王先生即以《陕西金融》所刊载的这篇文章向

朱先生请益。朱先生遂于 10 月 11 日专门复信，就其中一句话的表述方式提出自己的修改

意见。 1989 年 10 月，王贵忱先生将自己的部分文章结集，自印《可居题跋(第一集))。

朱先生在收到这本书之后，在回信中对其中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错别字进行逐一的订正。

从这两封信来看，朱先生对王先生寄来的文章都是经过认真阅读和推敲，从不敷衍了事。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封信的时间，距朱先生去世仅三个月零一天的时间，这时的朱先

生已是 76 岁高龄，而且身罹重疾，但依然如此认真地对待晚辈的著作。此外，他还亲自

抄录张维屏的一首诗附在信的后面。这些细节不但体现了朱先生对后辈的关怀以及对其

研究成果的尊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以及为人师表、诲人不

倦的高贵品格。

在朱先生的信中，也反映了其他的一些事迹。如第四封是朱先生向王先生打听省中

山图书馆、省博物馆和广州图书馆的有关情况，打算从石牌出到广州市区，查阅资料及

探访朋友。从中可见当时的朱先生尽管因长期的足疾而导致行动不便，闭门谢客，但仍

不忘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可惜这次拟议中的市区之行后来因先生足疾发作而未能成行。

另外，我们现在可以信中"想出广州拜访您"之语，感受到近二十年来城市的巨大变迁。

暨南大学所在的石牌，原为广州郊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尚未与广州旧城区真正联为

一体。因此，当年朱先生打算从学校的宿舍到王先生所住的广州旧城区，就使用了"出

广州"一语，就像现在黄埔区的居民，仍然将到广州主城区称为"出广州"。

综上所述，朱杰勤先生的这五封信无疑为后人研究朱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提供了一些

有用的资料，正如朱先生在信中两次引用的龚定庵名句所说的那样"小小源流，动成

掌故。"

附:信文及注辉

(一)

王贵忱先生:

您好!

大作《龚自珍初刻本诗集〈破戒草))①一文已拜读。此文对龚氏诗集版本，考证甚

详，亦有确证。龚自珍题某书说小小源流，动成掌故。"此语可以移赠。谨珍藏以供

参考。

此文可以加上版本插图，在专门刊物发表，以广其传。先生如有其他大作发表，自

以先睹为快。

离此鸣谢， )1困候著安。

朱杰勤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

① 刊于《广州日报~ 1986 年 5 月 7 日。



(1)您是否在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工作?

(2) 请您告诉我市地方志委员会的详细地址。

(二)

责忱先生史席:

前奉患书，因事返复为慌。

小小源流动成掌故

寄来《三孔币汇编》①后记一文，亦已拜读。大作考证精翔，博引诸家，折哀至当，

佩服佩服。《三孔币汇编》一书，我未看过，无从献议。惟《后记》有二句"李学勤先

生去年途经广州，获闻三.:fL币赵铸说高见我读之不得其解。可能有误刊之处。如果根

据文法，则获闻三孔币赵铸说是李学勤(他也是我的朋友) ，可是"高见"二字又无着

落。如果是指你本人，就似乎应该作"使我获闻其关于三孔币赵铸说之高见"。如果在句

后加上"而有以自信"或"心因为开"等字样，就意思更为完满了。顺口雌黄，未必

有当。

《屈大均资料集》②尚未收到。谨复即候著安。

(三)

贵忱先生史席:

朱杰勤手启

86/10/11 

蒙向我征稿，现寄上《简朝亮编朱九江先生集正误》一文请审阅，修改。如合用就

请发表，校对工作可由我本人负担。此文无底稿，收到后请复一音。

拙作《龚定盒研究》并请提意见，我只存一本，用后请送回。

岁晚，工作越来越紧，无眼外出。我本人还藏有清人书法真迹，如需用，亦可考虑。

匆匆即候大安。

未杰勤手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往家地址:暨大苏州苑十七栋 301 号。电话: 774511 特 707 朱。通讯地址:华侨研

究所。

(四)

贵忱元史席:

我们很久没有通讯和见面了。以前听说您有退出市方志办要职之意，未知您现在何

① 刊于《陕西金融> 1985 年第 11 期。

② 当时王贵忱先生正主持编撰《屈大均全集> ，原拟将相关资料汇编成《屈大均资料集> ，后因故

未果。

回



暨帚桌，营第六辑

处任职①。您学识渊博，著作如林，文笔擅长，无施不可。未知有何研究方向和写作计

划?最近有何大作发表，弟均欲知之。

我患足疾已有多年，屡医无效，行百余步就双腿沉痛，稍息才能继续前行，甚以为

苦。近来深居简出，闭户授徒，并谢绝国内外会议的邀请。我想出广州拜访您，亦以行

动不使而未果。抱歉之至。

我想请您代我了解一下(1)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负责人为谁?省图书馆内有无招

待所?附近有无旅店可供住宿? (2) 市图书馆的中外文学术性的书多不多?省博物馆现

在的负责人是谁，有无招待所?我想出来住几天，探朋友和找资料。您如果不方便就算

罢论。

陈柏坚同志近来好吗?他的广州对外贸易史已搞好了吗?

匆匆草此，馀容后叙。即候著安。

再启者:

朱杰勤手启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以前我们谈过，共同写些关于龚自珍研究的作品，因大家事忙，迄元成议。我建议:

我们可以搜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关于龚自珍的文章，加上您的几篇大作和我未发表的

回 《龚自珍师却己} (约三万字)②，编成一部《龚自珍研究资料》。但应先找出版社承印才
可动手。

(五)

贵忱先生史席:

承赠大作《可居题跋》③，拜读一过，觉诸文意义深远，古趣盎然。龚自珍说小小

源流，动成掌故。"大作即其类也。但手民错排之处，往往有之。以关于张樵野一则

言之:

(1) 39 页第 22 行未罹对薄榆囹辱薄字应作簿字，所谓对簿公庭也。罹字似

有误，请查字书。

(2) 第 40 页，第 22 行梦瓢梭而不见梭字应作棱字。

第 231于其后戍氛方炽戍字应作戎字。

(3) 第 41 页第 5 行笔渐元晏渐字应作惭字。

以上错字，勘误表未及改正。我偶有所见，特提出请您参考。

① 王贵忱先生于 1983 年从广东省博物馆调至广州市，参与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的成立工作，

后任该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1987 年离开，重回省博物馆担任副馆长。

② 该文不知何时所写，后未发表，当年王贵'忱先生也未见原件。

③ 此为第一集， 1989 年 10 月可居室自印本。《可居题跋》为王贵忱先生自选自印的铅印线装本文

集，目前已出至第五集。



小小源流动成掌故

附上张南山关于龚自珍的诗一首，请查收。

前议我们合编龚自珍研究论文集及自珍诗文集新本事①，请早日与出版社联系 O 侠有

成议，就可进行。

陈垣先生给我的信，请暂缓发表。俊我将我的诗和跋复制后一并发表，否则此信的

内容难以索解。

高此即候著安。

龚定童中翰(自珍)招同诸词人集龙树寺

朱杰勤手启

1990/2/8 

老树百年柯叶改，天龙一指春长在。(前明龙爪槐无存，寺僧补种一株。)

酒人醉眼半模糊，一片兼霞绿成海。

登楼四望连郊肩，烟中隐隐西山青。

京华朋旧善选胜，此地压倒陶然亭。
(录自《听松庐诗略》卷下，张维屏撰，陈灌编)

(作者:林锐，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副研究馆员)

① 王贵忱先生一直有重编《龚定盒全集》的愿望，并曾一度开始编篡工作。当时朱先生在听到王

先生的计划后，欣然应允参与其事。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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