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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内容概要

本書主要內容為〈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與〈從師問學六十年〉兩篇文章。前者以錢先生自撰《八
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為素材，稍加增補，參以作者對於先生治學之認識，貫串述之，以見先生
治學意趣與人生境界。後者所述師長雖不只錢先生一人，但主要內容，係作者自述五十年來接受錢先
生教誨薰陶之經過，撮錄不少錢先生談話與信札，內容精要，多為先生述作所未及者。文中亦帶敘錢
先生與作者師生情誼，並時見作者人生意境與為學旨趣。
故本書既是錢先生傳敘，也是作者治學回憶錄，可和作者前作《治史答問》、《治史經驗談》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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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回忆钱穆先生

2、情真意切，感怀不已。
3、书不错~小册子
4、讀之如打雞血,兩代著名學者的師生關係讓人敬佩與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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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37年夏天，中学毕业的严耕望与同学结伴来到武汉，向三大学（中央、武汉、浙江）联合招生会
及中山大学招生会报考。希望从人类学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他本以人类民族学方面见长的中山大学
为第一目标，却不想一到珞珈山便为武汉大学宏伟的校舍与幽静的自然之美所吸引，遂改变意志，以
武大历史系为首选，并获录取。日后严耕望每读中国史，常生感慨。秦始皇大兴土木，建筑咸阳；萧
何创建未央宫，极尽壮丽；隋文帝筑新都大兴城（即唐之长安），规模宏大。萧何隋文帝都是节俭之
人，却仍与始皇一样不惜民力，只因秦、汉、隋均为分裂后的初次统一之时，宏伟的建筑有凝聚四方
的作用。而大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建筑上的宏伟壮丽，也可以增强青年学子的责任感与信心。以
当时的建筑标准而言，武汉大学无疑已接近最高标准。武汉大学当年建校之款并非全系教育部拨款，
王世杰校长亦奔走呼吁，多方筹款，足见建校的艰难与建校者远见。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严耕望那一班历史系同学，读书颇多，对老师要求也更为严苛，时常挑剔老师的讲课，指出他们的
错误，不少老师深以为怵。抗战军兴，教师有些流动，李剑农教授离校，郭斌佳教授只教了一学期课
便去从政，教师阵容较弱，同学常要求学校聘请后方学养深厚的学者前来任教，时任校长的王星拱先
生总是尽量满足。日后钱穆先生便应邀来武大做短期讲学，影响了严耕望日后一生治学。校长做事如
此为学生考虑，如今是很难见到的。高年级时严耕望与同学钱树棠因觉得高阶层人事不理想，将来毕
业证书由他们签字不理想，遂拿着呈文去王校长寓所晋谒，要求让朱光潜先生担任教务长。王校长看
后大怒，呵斥道：“这是学校行政，你们管什么？你们要请某人担任谋职，人家就听你们安排么？”
把二人一起赶出大门。但让人意外的是，后来朱光潜先生果真担任了教务长。严耕望日后念及此事说
，王校长当时可能已有此意，他与钱树棠不过加强其决心罢了。回忆起这样的荒唐事，严耕望自己都
不禁感慨，当时只知书事，不懂世事！1941年，钱穆先生来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
两课。开讲之初，秦先生便强调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中国史内容丰
富，讲者可自行发挥，惟这两门学问专门而具体，不能随便讲。这另当时正对这两门学问产生浓厚兴
趣的严耕望更加坚定了研究的方向，日后严耕望的研究多是围绕这两大方面展开的。毕业后，严耕望
应钱穆先生之邀到其所在的齐鲁研究院担任助理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院系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兴办，
顾颉刚先生任主任，实际负行政责任。这里有段关于钱、顾二人性格差异的趣事。顾先生当时规定房
门中除星期天外有一人值班，每到顾先生值班时，他便在房门书桌前工作，有客人来，亲自传呼，钱
先生则从来都懒得值班。顾先生将所里一切人员视为同事，平时称先生，钱先生则将所有助理员、书
记视为学生，平时直呼姓名。日后去史语所，里面的高级研究员除极少数与钱先生同辈，其余多为傅
斯年先生的学生，其时严耕望虽为最低级的助理员，却与同事以同辈看待，以免对钱先生有所伤害。
开始颇显倨傲，日后大家了然才不以为忤。这是后话。钱先生好游山玩水，在北大任教之时，已几乎
走遍半个中国。研究所周边风光秀丽，钱先生定期携诸生出游，期间随意闲谈，请教问题，天高海阔
，无拘无束，钱先生那一副好口才常给学生颇多启发。研究所每周定期开讨论会，研究员各谈自己的
研究所得，大家一起讨论，钱先生会在最后加以引申，点出它在宏观历史中的意义，这对鼓励后进，
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有极大的意义。每读到此类情景另后生羡慕不已。1944年，严耕望因双亲年事已高
，需回家照顾，结束了在研究院的生活。但到重庆之后，听闻湖北老河口战事复起，归途受阻，只能
暂留重庆。当时王星拱校长来到北碚，严耕望带着《两汉郡县属吏考》去见他，他高兴地告诉严下年
度计划每系设立一“研究助理”名额，届时严可回母校专心读书。不想王校长回校不久后便辞职，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便成为当时严耕望可选择的最佳去处。当时的严耕望还颇有些异想天开，选
了三篇论文便寄给傅斯年先生去毛遂自荐，哪知傅先生当即回电应允。傅先生在信中提到，王星拱校
长前日曾写信推荐他，但因没附著作，所以他无从考虑。王校长百忙之中还不忘推荐学生和傅先生的
不凭关系，唯才是举无不让现今的我辈感慨颇多。日后在史语所期间，严耕望虽与傅先生接触不多，
但傅先生对其却异常照顾。知道严先生经济状况不佳，曾送去一笔钱，并嘱咐严先生写一份妻子的履
历表，他亲自为其多处奔走，谋求一职。研究所南迁台湾时，因对以后的生活毫无把握，傅斯年未安
排任何人的直系长辈亲属同来，而严先生则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知道严先生的岳母别无依靠。严先
生行笔至此涕泪交流，不能成字。齐鲁研究所求学期间，钱先生常告诫严耕望求学不要贪图捷径，成
大名，日后成名也要把持住自己，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这些教诲严耕望一生铭记，在史语
所的二十多年间，他不问升迁，一心求学。在担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期间，他亦不问世事，甚至迂到
有些不懂人情世故，但扎实的研究却赢得学人的赞誉。他所著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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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无一不是厚积薄发，精良扎实的学术巨著。钱穆一生治学讲究视野高
远宏大，且偏重学术思想史研究，在这方面余英时最承其衣钵。制度与地理只是他治学的旁枝，而严
耕望却自思才力有限，将所有精力专于这两个领域，就其日后丰厚的著作看，这未尝不是钱穆宏大治
学之外的有益补充。严耕望一生专于治学，不好名利，人际交往都颇为简单，但涵养学识却为学界敬
仰。他的成就故与其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但其间所得众师长的帮助也使他受益良多。严耕望平生讷于
言，回忆诸师诸事言简意赅，不尚浮夸。但寥寥数语，情真意切，让人为之动容。回望一生求学路，
严耕望无疑是幸运的，而他的幸运如今想来多已成奢望。纪念不过为留下一点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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