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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六刊出

2012年7月28日(星期六)

2011年12月，96歲高齡的饒宗頤在香
港接受杭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翁衛軍
頒發的西泠印社社長證書，正式出任第
七任社長，填補了「天下第一社」空缺
長達七年的掌門之位。接過證書之時，
饒宗頤便許下「到杭州、到孤山看一看」
的承諾。
彼時起，孤山就一直在靜靜地等待，

等待饒公兌現承諾，親臨西湖的那一
刻。
今年6月28日，饒宗頤利用在上海舉辦

「海上因緣——饒宗頤教授上海書畫展」
的機會，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從上
海趕到杭州。

風骨 不失學儒本色
得知饒公到來的消息，連日悶熱的陰

雨天氣奇跡般地放晴，恰似體諒饒公97
歲的高齡。
饒宗頤杭州之行下榻在毗鄰孤山的香

格里拉飯店，歡迎晚宴也選在飯店的小
禮堂內舉行。浙江書畫和學術界名人雲
集，全場的目光都聚焦在禮堂門口，焦
急地等待㠥饒公的光臨。
隨㠥人群的一陣騷動，剛剛從上海抵

達杭州的饒宗頤出現在大家的面前。灰
襯衫，黑外套，還戴㠥標誌性的花紋圍
巾，白髮蒼蒼的饒公雖然行動不便，但
仍神采奕奕。饒公從容淡定，頻頻向人
群抱拳致意。當西泠印社執行社長劉江
向他奉上禮物時，饒公笑㠥自謙道：
「我不會篆刻呀。」

歡迎晚宴上，已經不太在公共場合發
言的饒宗頤興致高昂，甚至開起了自己
的玩笑：「我都沒想到活得那麼長，可
以有機會再回到西湖，跟整個杭州見
面，甚是快慰。」
饒宗頤的女婿、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

館藝術統籌部主任鄧偉雄博士向記者解
釋了饒公的激動之情。「饒公在十年前
來過杭州，這次來杭州，看到杭州跟西
湖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
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改變是向
上的，就像錢江潮的潮水，都是向上
的。看到國家的發展像潮水般滾滾向
前，饒公的心情十分激動。」從鄧偉雄
的話裡，饒公的愛國之情可見一斑。
第二天上午，饒宗頤如約來到孤山腳

下的西泠印社。這是97歲高齡的饒宗
頤，首次以社長的身份現身西泠印社。
也是20年來，首位踏訪孤山社址的西泠
印社社長。
和昨天一樣，饒宗頤身㠥灰襯衫，戴

㠥花紋圍巾，只是換上了深色西裝。在
34度高溫的烈日之下，饒公一路拱手，
向其他人致意，優雅依舊。從印社門口
到「柏堂」不到20米的石板路，足足走
了5分鐘。
這段路，饒宗頤並不陌生。上世紀80

年代，饒公曾在著名文字學家曾憲通等
人的陪同下，訪問過西泠印社，並在著
名的「三老石室」前留下了珍貴的合
影。
再度來杭，已接任西泠印社社長的饒

宗頤，心中又有了另一番情懷和使命。
「我就恃老賣老，為印社題幾個字，

如何？」在眾人的期盼中，饒公緩緩站
起，脫下外套，踱步到方桌前，潤筆揮
毫，寫了四個蒼勁大字──「播芳六
合」。「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我們的國
家如今繁榮昌盛，可上天下海，令人驕
傲。」
臨別前，饒宗頤主動邀請社員合影留

念。饒公面對鏡頭，十指微微交叉，頷
首微笑。此刻溫情，剎那永恆。

勤奮 日做廿小時不知倦
饒宗頤父親饒鍔癡迷經史子集，著作

甚多。在饒宗頤童年時期，饒鍔同時㠥
手撰寫《法顯〈佛國記〉疏證》、《漢儒
學案》、《清儒學案》和《潮州藝文
志》。其中《潮州藝文志》耗費饒鍔先生

心血最多。
憑藉家族的殷實家底，饒鍔四處

搜羅古籍珍本，在屋子後院建起天
嘯樓，藏書十萬多卷，成為少年饒
宗頤吸取學術養分的搖籃。
家學淵源的深厚，使得從小被書

籍圍簇的饒宗頤感到學校的教育遠
遠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於是他初
中退學回到天嘯樓自學。在父親的
呵護下，饒宗頤全心浸淫在天嘯樓
的古籍珍本中，吸吮世代相傳的家
學營養。大量閱讀蘊含先哲睿智的
經書，奠定了他的史學基礎；幫父
親抄錄著作，也訓練了他的邏輯思
維、分析歸納和語言表達能力。
「饒公並不贊成現在的學生輟學

回家自學。」鄧偉雄告訴記者，
「饒公常常說，他是一個特別的人，
因為他家裡有深厚的家學基礎，無
論是天嘯樓的藏書還是饒公父親對
他的學術影響，都是一般人不能比
擬的。」
除了深厚的家學淵源，一般人更

無法望其項背的是他的勤奮和投
入。「饒公沒有其他的興趣愛好，
一生致力於學問。他可以心無雜
念，一天工作18至20個小時，這個
幾乎沒有人能做到。」
1933年，父親饒鍔因編纂《潮州

藝文志》而心力交瘁，在饒宗頤十
六歲那年便匆匆離開了人世。饒老
彌留之際，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潮
州藝文志》尚未完成。於是饒宗頤
一邊擔負起饒家龐大的生意重擔，
一邊獨自續寫《潮州藝文志》。
除了父親饒鍔編纂的16卷以外，

饒宗頤又加入《外編》、《訂偽》、
《存疑》等卷，於1936年連載於《嶺
南學報》上，署名「潮安饒鍔鈍庵
輯、長男宗頤補訂」。《潮州藝文志》
對潮州有史以來的藝文創作進行了
全面、系統的整理，並附有饒鍔父
子精要的提要，至今仍是潮學研究
的必讀書目，奠定了饒宗頤潮學創
始人的地位。

雅文 致力東學西漸
1949年，饒宗頤移居香港，歷任

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
教授。在此期間，他先後赴印度班
達伽東方研究所、美國耶魯大學研
究院、法國高等研究所、日本京都
大學等多所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晚清以來，西學東漸，中國幾千

年的傳統文化在歐美學術的衝擊下
風雨飄搖，一代一代有理想的國人
為了傳承中國文化焚膏繼晷、兢兢
業業。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學
術成就如日中天的饒宗頤頻頻奔走
在世界各地，尋訪流失海外的大批
珍貴文物文獻。這一時期，饒宗頤
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古文字學、敦煌
學、梵學、詞學、中外文化關係學
以及楚文化。《敦煌本老子想爾注
校箋》、《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詞籍考》等17部轟動國際學術界的
著作就在這一時期完成。
「饒公一生致力於東學西漸，他以強

烈的學術自尊心，力圖確立中國文化傳
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鄧偉雄談
道，即使饒公現在年歲已高，但他仍然
不斷地探尋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發展。
「我們都勸他不要那麼努力了，但他還是
放不下他的學術研究。他告訴我們，現
在的人很幸運，可以看到一些古人看不
到的東西，像很多竹簡、牙骨啊、敦煌
學的東西，都是古人探尋不到的。所以
我們應該更加努力珍惜現有的學術環
境，用這些東西去有所作為。」

頌美 治學入木三分
余秋雨說，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

文化沙漠。
季羨林說，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

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
是饒宗頤。
饒宗頤治學領域的時間跨度從上古到

明清，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涉獵。除了中
英現代文、古文外，他還精通甲骨文、
象形文、梵文、希伯來文、波斯文等。
「凡觸角所及，饒宗頤莫不一針見血、入
木三分。」因此，學界皆讚揚饒宗頤
「業精六學、才備九能」。

1962年，因為《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這部著作，年僅46歲的饒宗頤獲法國法
蘭西學院頒發「儒林漢學特賞」，一個
被譽為「西方漢學諾貝爾獎」的獎項。
學者胡曉明在《饒宗頤學記》中這樣評
價：幾十年來，饒宗頤以精進的學力，

豐碩的實績，在中西學術文化
的融通方面，建起一座座連通
亞洲漢學、歐洲漢學、北美漢
學的學術文化之橋。
饒宗頤曾謙虛地認為，長期生

活在東西文化交匯的香港，是他
取得學術成就的天賜良緣。「香
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對外交流
十分頻繁，使我得以遊歷各國，
掌握國際學術界的新資料和新觀
點。」然而，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許嘉璐卻不這麼認為：「香港人
那麼多，香港那麼多所大學，香
港那麼多學者，卻只出了一個饒
宗頤。香港只是一個條件、環境
或者說是土壤，關鍵在於饒先生
對學術的一往情深，學術是他的
命。」
2000年，香港政府為八十四歲

的饒宗頤頒發大紫荊勳章，表彰
他對香港的貢獻。2003年，香港
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正式開館。
2009年香港中文大學在大學圖書
館豎立饒宗頤的銅像，與但丁銅
像遙遙相對，向這位大師表達最
崇高的敬意。
2011年10月，一顆由南京紫金

山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為10017的小
行星，正式被命名為「饒宗頤星」。中科
院紫金山天文台黨委書記魯春林在賀詞
中表示，小行星的命名具有國際性、嚴
肅性、唯一性和永久性，是一項崇高的
國際榮譽。「饒宗頤星」的命名眾望所
歸，是香港之光，彰顯了饒公的治學精
神和學術成就，對弘揚博大精深的中華
文化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有深遠的影
響。
2011年12月，經西泠印社全體理事投

票，饒宗頤當選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
長。創建於1904年的西泠印社精英雲
集，名家輩出，吳昌碩、馬衡、張宗
祥、沙孟海、趙樸初、啟功諸位先生先
後擔任西泠印社社長，都是翹楚中的翹
楚。深孚眾望的學術宗師饒宗頤於「天
下第一社」領袖群倫，成為文壇一時佳
話。
饒宗頤治學七十餘載，共出版了上千

萬字的學術著作，在敦煌學、甲骨學、
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
和金石學等國學眾多領域，卓有建樹。
除了著有六十多種專著以外，尚有發表
在世界各大學術期刊及各大書刊上的論
文、短文和雜文四百餘篇，為弘揚中國
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饒宗頤
西泠留墨 弘揚國學

饒宗頤，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

育家和書畫家。在中國學界，饒宗頤與錢鍾書、季羨林齊名，人稱

「南饒北錢」或「南饒北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鄭波

■饒宗頤早前扺達杭州，與媒體朋友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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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常委黃坤明與饒宗頤(中)互贈禮物。

■「播芳六合」之「六合」。

■西泠印社執行社長劉江與饒宗頤(左)相談甚歡。

■饒宗頤（前排中）與西泠印社領導商談印社發展大計。

■饒宗頤西泠留墨「播芳六合」。

■「播芳六合」之「播芳」。

饒公與本報素有淵源
2005年8月，饒宗頤出席由本報浙江分社主辦的兩岸三地公務員書法大

賽，對本報舉辦展覽的水平讚譽有加，並專門為此次展覽留下墨寶。

2011年9月，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黃坤明在會見本報社長王樹

成、浙江分社社長章子峰時，表達了杭州希望邀請饒宗頤出任西泠印社社長

的想法。

2011年10月，西泠印社社委會副主任包正彥與章子峰一起抵達香港，通過

《紫荊雜誌》社長劉偉忠的幫助，終於將西泠印社的期盼轉達給饒宗頤，饒公

含笑應允。

■97歲的饒宗頤，待人親切，

十分有禮。 中新社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