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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毓琇教授简介
顾毓琇，字一樵，1902年生于江苏无锡。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以四年半时间获得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任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科教授兼主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工学
院院长，并创建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分别任主任和所长。
1938年后，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国民政府，任战时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政务
次长。曾任中央大学校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国立音乐学院（今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首任
院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曾创立上海戏
剧专科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
1950年移居美国，先后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荣休教授，当选为
美国国家科学院理论及应用力学委员会委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电机及电子工程
师学会（IEEE）会士、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IEE）会士、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组织（IUTAM）
个人理事；曾获得IEEE兰姆金质奖章（Lamme Medal），“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金质奖章，
IEEE电路及系统学会（CASS）金禧奖章（Millennium Jubilee Medal）和IEEE千禧奖章（
Millennium Medal）；曾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台湾成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荣誉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岸五所交通大学等十几
所院校的名誉教授。
顾一樵先生兼好文艺，早年为文学研究会会员，1924年以来，先后出版小说、戏剧、诗
词、宗教、音乐著作八十余部，1961年台湾出版有《顾一樵全集》十二册，2000年大陆出版
《顾毓琇全集》十六册。顾毓琇是世界诗人大会加冕的国际桂冠诗人，并曾获巴西人文学术院
金质奖章（Pro Mundi Beneficio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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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她实在是世界上最不求人的人。她一切靠自己做。她不要同情，她鄙弃一切人间虚伪的同情。
她不能再让自己吃亏，她得小心着一切人对于她的欺伪和剥削。她是世界上最自主而又最节俭的人。
她自己决不浪费，她亦决不让别人藉着她生活的需要来浪费她的一文钱。但是她决不是吝啬，她积了
钱又没有半个子女。    她对于全世界的人起初是怀着仇视和报复的敌忾，逐渐她只是小心提防着一切
的众性——连偷米的老鼠在内。    四十年来，她独自住在一座楼上。她过继了一个儿子，嗣孙也有不
少。他们都住在一个邻近的新宅子里，几次三番接她过去，她总不肯。    她从老宅子到街上去，这个
新宅子是必由之路?凡是路过时候，她看见了嗣孙们总要每人给一个铜子买糖吃——这是她做祖母的面
子，似乎不可少的。有时候她从街上回来，走到桥上，远远看见孙子们在门口，也不惜缩回去，改走
隔河的那一岸，再从另一座桥上转到老宅里。她决不是吝啬，要不每次孙子们看见她，叫了她一声“
祖母”，并不需要代价，而每次的铜子儿，小孩子们亦会同她老人家几次三番地推让。    小孩子们的
天真，是使得三老太鄙视众生，仇恨众生的信念，偶尔要受波动的。这种信念怎样可以摇动呢?所以她
每见了孙子们必要给一个铜子儿，而最好还是少见面，免着动摇她四十年来的信念。    她六十岁了。
她的嗣子为这位节母做寿，并且请人做了寿序，印好了分发。全城的人都说自己上街买菜的二老人做
寿了，好福气。她自然还是十分冷淡。背后叫她“痴婆子”的亲友们都来吃面。他们还拉拉扯扯要向
三老大来拜寿。她始终谦逊着不肯担受那样的宠遇。    她在冷淡里微微笑了——含着四十余年清节的
辛酸的苦笑。    不到两年，那为她做过寿的嗣子死了。始是一个忠厚而孝顺的人，而竟不满三十五岁
就死，这又足以证明命运的毫无公道。她得到了这样惊人的消息，无意中洒了几滴同情泪。她忘了咒
咀命运，她亦已经老了。但是在她鄙视一切众生和信念之外，暗中更增加了对于一切命运的不平。世
界上的好人每每遭着造物的嫉妒，她的同情泪还是充满着无限的身世之感！    她的嗣媳妇领着一群孤
儿在困苦里挣扎着过日子，依然几次三番要接三老太到新屋更来居住，论情理她应对那守节抚孤的媳
妇有很大的同情。但是这种对人的同情是违反地处世的信条的，所以就像地看见了孙子们要避开一样
，他宁可不要媳妇的供养。    她原住的小楼，是在她侄子的势力范区之下。她的侄孙要娶新娘了，要
她的小楼做新房，她只得搬到新宅里去。但是在没有搬过去以前，她提了两个简单的条件：自己烧饭
，同另从个旁门出入。她是世界上最富于独立精神的女子，六十儿年生命的重载，没有丝毫减削她的
壮志浩气。    她年纪虽然渐近七十，而身体还是很好；还是自己上街，自己买菜，自己烧饭，自己擦
房里的红漆箱子。岁时祝飨的时候，她仍然咒咀她早死的丈夫。但是她逐渐偷偷地亦肯做些修桥补路
的布施。她告诉别人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她从来不生病，生了病亦不找医生，别人要为她请医
生更是千万可以。医生是不能由人代请的。谁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人在串通了医生谋害她？所以她贤孝
的媳妇，看见她脸色渐渐发黄，肝火渐渐发旺，只有苦口劝她自己相信那一个医生就去看，却不敢代
请半个医生。    她们然说用不着医生。但是，有一天，她自己扶病走到一个中医家里看了病，自已还
到药材店里买了药带回来，因为托人买药是最危险的事，存心地或无意地买错了便有性命的危险。    
病还不见好，她觉得喉头有痰吐不出。有人来问她的病，她会用手指从喉头挖出一点火黄色的浓痰给
人看。火气实在太重了。她自己有些不耐烦，她告诉别人，这次的病恐怕不会有希望。但她并不绝望
，她还有挣扎的勇气。她天天还起床，天天自己梳头，天天梳头时对着镜子看她喉头的颜色 一天深—
天的浓痰。    她的嗣媳妇小心服侍地。她对于媳妇的真诚，亦能渐渐地领受。她的大孙子是学西医的
，现在亦为她找了几个当地的著名西医来同她看。    起初只同她商量好——只看病，不吃药。诊断的
病状说得还同她投机，而且她在长期的病亦减失了她对于一切众生的猜忌，所以在她媳妇的殷勤待奉
之下。她亦肯吃些西药了，吃了果然好一点。    她刚刚七十岁了。她的病有时好一点，有时坏一点。
亦没有什么病，只是火气太重，以至于“胸膈饱满，四肢无力”。    她躺在床上几个月，再没有力量
起床。但是她是很爱清洁的人，每天早晨在床上还要坐起来让她媳妇替她梳头。    她觉得实在不能支
持了，嘴里好像冒出火来。她同嗣媳妇说：“难为你服侍我这样久，你是有孩的，我实在觉得对不起
你。”她说着竟流泪了。她衷心的感激使她忘怀了一生对于一切人的仇视，她热诚的泪珠也洗净了七
十年来对于命运的怨恨。她只是枉过了一生，她没有机会早发见世界上还有不期骗不刁难真心待她的
人。    一切都晚了，三老太便像油干灯草尽完成了她的一生。    没有抗战，也许慰慧便不会生，因此
便没有慰慧的一生    芦沟桥事变前六小时——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下午六时——我辞谢了泰德纯市长
的约会，同国际航空工程权威房卡门博士离开了北平前门车站。我母亲这时候刚到她从小认识的故部
来，领着她的儿媳和孙男女逛卧佛寺，碧云寺，香山，北海，中南海。颐和园她小时候曾经去看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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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多么热闹，现在可是门庭冷落了。    我同房卡门博士在首都同航空委员会周至柔将军见面以后
，便飞到九江，换乘轰炸机到我们空军的根据地——南昌，请他视察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研究所正在建
筑中的大风洞。第二天，我先回九江，转赴海会寺，应陈诚将军之约，对庐山训练团的同志们讲话。
在五老峰下，鄱阳湖畔，党政军学的干部，已经接受了三民夺义的革命洗礼，在决心抵抗暴日的侵略
了。    上牯岭，住仙岩，各地的朋友来了不少，都准备参加富行历史意义的庐山谈话会。在抗战开始
后不过一星期的时候，各国空军的力量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一位驰名欧美的航空专家由美国访问了英
法德意苏到我国来做义务顾问。在十几年前，房卡门博士曾应日本当局之请，代为设计航空研究的风
洞。“一二八”之役，敌机轰炸我们，他老人家心里很觉得不安。他是一个从心坎里爱中国的人，他
总想有机会来帮助我们。我请他做清华航空工程研究所顾问，他欣然答应，并且派他的高足华敦德博
士先到中国来。神圣的抗战将近五周年的时候，我接到王士倬由美来信，知道房卡门华敦德二氏正努
力于同盟国新型飞机之研究。他又托人借信告诉我，表示愿意在抗战胜利以后长住在由国，将来便永
远埋葬在黄河长江之间。    我们的军队，从七月八日就开始动员了。七八天以后，我在牯岭河边散步
，后面有人穿着武装，挂着指挥刀，大踏步赶上前去，那正是孙连仲将军。我问他是不是马上下山，
他点点头。我明白——他的队伍已经赶到保定了。我挂念老母在北平，当晚同南京三弟毓腺通电话，
希望派人先接母亲回来。三弟就同上海大哥毓琦处通话，大哥决定烦薛葆康表弟去走一趟。葆康在苏
州，半夜接了电话，天亮赶到上海，逢巧有最后的飞机飞北平。那时我母亲十分镇静，还照常逛东安
市场。    庐山谈话会结束的一天，我同梁实秋飞回南京。当天下午，在丰台一度发生冲突以后，母亲
率领着婉靖和慰连慰庆慰文慰华四个小孩上厂平浦通车。我在傍晚接通了南京到北平的长途电话，知
道他们已经出发，但从路局杨承训局长得到丰台冲突的消息，反而十分担，第二天，我同三弟坐火车
迎上去。在徐州车站，我们遇见由平津满载来饱经风声鹤唳的旅客。母亲在南京歇了两天，便率全家
赴沪，一宿天明，婉靖就进了同德医院，平安生产了我们的第四个男孩——慰中。等慰中长大些，想
要一个小妹妹陪他玩，于是才有我们的第二个小女孩——慰慧。    半夜到比国的布鲁塞尔，早晨参观
，晚上又上车，一夜醒来，已经穿过法国境，到了瑞士的苏黎世(Zurich)。欧洲实在太小了。津浦车、
平汉车，都要睡一两夜才到目的地。在欧洲，   一夜寸以旅行经过几个国家，怪不得万国列国是必要
的旅行工具。航空工程权威房卡门博士在一九三七年访华的时候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二个国家可以
在乎寸发展航空事业，美国、苏联和中国。别的国家，飞机一到天空，便容易飞过别国的领土、领海
和领空。大英帝国领上遍各地，但须要商得友邦同意后，航空线方可通行。我那年在欧洲旅行，便觉
得铁道尚须商得列国通行，不必淡航空事业了。    瑞士是天然风景十分优美的国家。有山、有水，山
有积雪，水有瀑布，风景既美，水力更丰。我因为参观水力发电，有机会坐电气铁道到山水优美的曲
径幽处。那时正值严冬，积雪耀天，但亦不觉寒冷。瑞士工业很发达，第二次大战以后，瑞士在工业
上的重要性格外要增加了。日内瓦我没有机会去游，因些对国际联盟的盛衰兴亡，邰痛痒不相关。抗
战时期，有一位游过瑞士的朋友告诉我，日内瓦位于湖边，有一个旅馆很好，旅馆中一间更好，对着
湖。瑞士像—个山中的隐上，何况更有湖上风光，月下诗情?从前国际联盟存在时候，各国政客大言不
惭，自欺欺 人，实在有负于明媚的湖山。现在好了，瑞士恢复了宁静的本色，保持着美妙的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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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过去的二十世纪，乃是中国人民一首悲壮的史诗。从世纪初列强给中国制造的灾难性国耻，到世
纪后期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东方民族经历了传奇性的命运。
百年之间，中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以铁肩担道义，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艺诸多领域
创造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业绩，显示了中华民族千古不灭的伟大生命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承传古
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 不朽”的生命意志，为中国科学、民主、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发
挥了先驱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史上永志难忘道、学、政，向来被看作传统中国“士”所追
求的目标。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荀子曾把“
儒者”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具体化为“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这个传统，到了现代，虽然具体
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基本的精神却没有改变，只是“问道”变成了探求真理，而“治
学”则不徒为了修养心性、博取功名，更为了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建设民主的政治制度，振兴民族和
国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之间，在精神上是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    
顾毓绣(顾一樵)先生正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士”的传统，又因为广泛吸纳了现代科学和人文精神而
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在为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长春集》自序中，先生自称“《潮
音集》由儒入释，  《长春集》复归于儒”。可见，沉潜中国学术而自强不息、积极入世是先生的主
要精神。儒者所追求的“大道”正是世纪老人仍念兹在兹的“天下为公”。这也是先生一生始终不渝
地追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    道既立，乃为之学。先生之学，可谓中西兼顾、文理皆精，是中
国近代以来惟一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先生十三岁即考入清华，很快成
为清华文学社的发起人之一，未及弱冠，  已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和译作，后来加入影响深远的
“文学研究会”，  与郑振铎、许地山、冰心、闻一多等人一起，亲身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的
小说《芝兰与茉莉》(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以其感情的真挚、含蓄、缠绵，抒写了新一代中国
人的觉醒和困惑，令人荡气回肠。先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者之一，十九岁开始翻译契诃夫等人的
戏剧作品，二十岁自己编剧，编写剧本如《荆轲》、  《岳飞》、《古城烽火》、《项羽》、  《苏武
》等，汇入了抗日救国的浪潮。先生还是一位以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诗人，  中年以后开始创作的
诗词歌赋，结为三十四集，几近八千首。先生诗风追求“重、大、美”，融会各家所长，推陈出新， 
自成体系。一九七六年六月，获得国际桂冠诗人荣誉。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艺修养的学人，先生还具
有非凡的音乐天赋。他解开了中国古乐谱的诸多谜团，并曾将姜白石的自度曲翻译成五线谱，在国际
上公演。他是第一个翻译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中国人，也是首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一九四一
年四月三日，原教育部音乐委员会通过他的建议，  以三四八频率作为黄钟标准音。    先生作为现代“
儒者”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理想，除了融化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天赋中，还见诸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教
育实践和学术研究。早年，先生便深受父亲的影响，对算学、格致之学等实学情有独钟。进入清华之
后，先生积极参加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并多次南下，到广东、安徽等灾区参加赈灾活动，从这些社会
实践当中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多次南下四川、广西等地作科学考察。
四十年代抗战期间，他参与研制防毒面具，支援前线抗日?同时，他也深入观察和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
状况，并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写过不少文章。一九四一年一月，在拜方当时的湖北省主度时，他预见土
地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战后，先生在《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九四八年五月初版)中提出了具体的
土地改革的方案，虽因当时国家困境而无法实行，但其后在台湾地区得到实施，是战后台湾实现社会
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先生在战后还十分重要视文化的建设，写于一九四七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正是在战后“复员”声中讨论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的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著。书中明确提出，“中国的
文艺复兴，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一个运动”。先生认为，民族复兴运动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会
改造文艺复兴，这三个运动缺一不可。文章通过比较欧洲和印度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同异，分析了中国
民族复兴运动的特点和历史任务。“纵”的方面，他从天文、水利、音乐．度量衡等诸方面论证中华
民族祖先的创造的活力，表现了他所拥有的丰富的中国科学史、艺术史的知识，是很好的有关“现代
性”之“多元”化的早期的论述；从横的方面，他论述“文化交流”对于更新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
也体现了充分的开放胸襟。其治国平天下之责任感溢干言表：“中国不复兴，世界决不得和平。中国
复兴了，世界也许可以和平。中国的责任太大了!要改造世界，必须有全世界的宗教改革。要挽救人类
，必须有全人类的文艺复兴。救中国便是救世界，救中国必须有中国的文艺复兴：” (一九四六年孔
子圣诞时在纽约参加中美协进会主持的庆祝会上的讲话)先生晚年研究禅宗，撰有《禅宗师承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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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六)、《日本禅僧师承记》(一九七七)以及英文著作《禅史》(一九七九)，应是他提出的“请教全
世界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和宗教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做我们的老师，来创造世界的和平和幸福”的具
体实践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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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顾毓琇全集(16册)》编辑推荐：享誉中西的学术泰斗顾毓绣先生在科技、文学、音乐、佛学等各领
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这套《顾毓琇全集(16册)》的出版集结了先生毕生的智慧和心血，洋洋四百多万
字，可谓字字珠玑，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曾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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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国家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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