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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就学于杭州大学中文系。
当时，蒋礼鸿先生已被国务院批准为暂缓退休的教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终身教授，主要是带研究生
；盛静霞先生因身体原因已退休。
我虽然没能亲聆两位先生的教诲，但先生的修养、学识、人格一直令我非常敬仰。
特别是蒋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著作，是授课老师推荐的语言文字学必读的教科书。
虽然由于学浅才疏，难得其中精义，却为我的专业学习指引了方向，终生受益。
最近，市政协文史委拟编辑出版《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一书，嘱予为序，荣幸
之余，又感惶恐。
翻看这本文集，开篇就是生平传略，文章不长，却概括了蒋先生、盛先生所经历的诗意人生和学术追
求，读后更加令人敬仰。
    蒋先生早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曾任教于之江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前中央大学、杭州
大学。
精于语言文字学、敦煌学、辞书学，治学严谨，成就斐然。
早年他所撰写的《商君书锥指》获得民国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及美术品”三等奖。
《商君书锥指》直到现在还被中华书局选人《诸子集成》一版再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本著作的学
术水平。
晚年代表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吴玉章奖一等奖。
《通释》代表了敦煌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高峰，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
日本学者称之为“研究中国戏曲小说之津梁”，美国学者誉为“步人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蒋先生自1959年出版《通释》后，一直不断对它进行修订，前后共计五次。
在晚年，虽年事已高，痼疾缠身，仍手不释卷，夜以继日地伏案笔耕，为振兴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像红烛般燃尽自己的生命。
    盛先生毕业于前中央大学，曾任教于白沙女子中学、前中央大学、之江大学、杭州大学，是为一代
“南雍才女”。
有前中央大学著名教授汪旭初评论说：“中央大学出了两个女才子，前有沈祖蕖，后有盛静霞。
”盛先生的诗词不但写得清新婉约，而且多关注时事，在抗战期间所写四十首《抗战组诗》气势磅礴
，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誓死救国的必胜信念。
她与夏承焘先生合著的《唐宋词选》2012年又有再版，仍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蒋先生、盛先生不但是志同道合、著作宏富的学者，而且是一对情深意笃、相濡以沫的“神仙眷侣
”。
早年盛先生在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时，向往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归来堂”的情意绵绵，认为得一“
文章知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在寻寻觅觅中，最终与蒋先生结为终身伴侣。
    蒋先生与盛先生同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执教三十余年，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
人才。
两位先生堪称传统学人的典型代表。
一位才子，一位才女，在抗战的风云中相识相爱，在五十年的风雨中相爱相守，直至双双谢世，还相
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这样的境界是何等令人向往、令人尊敬，这样的人生也应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从中得到启迪。
鉴于此，杭州市政协文史委以第一手资料，精心编辑出版了这本反映蒋、盛两位先生精神生活的书。
相信此书的出版面世，对于在当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肯定大有裨益。
    是为序。
    杭州市政协主席  叶明    2012年9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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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从征集到编辑出版花了约一年时间。
编辑这么一本具有一定学术分量、较大文化含量的文史书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虽说有一
些困难，但都顺利解决了。
其间，蒋礼鸿先生哲嗣蒋遂承担了资料收集工作；宋一洲在《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
》征集编辑过程中一直给予了帮助；蒋先生在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
所长姜青青帮助审阅了全稿，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在内容上分为七部分，第一、二部分是有关蒋礼鸿、
盛静霞两位先生的生平事迹，皆为自述文稿；第三部分是学生、后人等对两位先生的怀念文章；第四
部分是对蒋先生学术研究的评介；第五部分是两位先生的部分文章旧作；第六部分是部分旧体诗及其
赏析；第七部分是蒋、盛两位先生的书法作品及与学界师友交游的部分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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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生平传略自传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盛静霞的诗意人生神仙眷侣含泪写金婚回忆
点滴忆云续录无尽缅怀情悲意深悼先生——蒋礼鸿先生追思会举行十二年风雨忆父亲丝路花雨最后的
奉献郑楼雨露　永铭心腑——记早年与云从师的一段从游鞠躬尽瘁　死而不已——纪念国学大师蒋礼
鸿兄行为世法　经为人师——悼念蒋礼鸿先生病中师生情永远值得珍惜的精神遗产——悼念蒋礼鸿教
授百年几见月当头学术评介《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评介贵在有所发明——蒋礼鸿先生的精品意识沉潜
书卷　不骛声华——记蒋礼鸿教授旧作呈现关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书隅见谈谈我的读书体会和
治学途径中央大学师生轶事琐记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故事梦断衡阳读杜甫《秋兴》八首札记三则诗词
流芳《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选录《频伽室语业》——抗战组诗赏析笔墨怡情从书札谈到蒋
先生的书法艺术蒋礼鸿先生遗墨书法篆刻艺术初探附：蒋礼鸿、盛静霞书法作品及信札附：友人信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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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盛静霞的诗意人生    将逐    大运河边的扬州，地虽处长江北岸
，因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历代被称作“江南”之地。
长江上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将扬州与江南串联起来，那瘦西湖的垂柳、平山堂的钟声，处处浸透着
扬州文脉的妩媚与厚重。
更有那“扬州八怪”的文墨韵事，“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绝句，使得人们对扬州遐想不断。
    一、书斋曾共君吟啸，寂寂荒苔映砚田    1917年农历初春的二十三日，扬州湾子街降临了一个小生
命。
这小女孩长得清秀可人，母亲极喜爱，遂取名“静霞”。
    湾子街弯弯曲曲，飘荡着老扬州的气味，那盛家的宅子深在巷尾，却也气度不凡，盛静霞从小就居
住在名为“客座”两居室内。
“客座”在宅子的东面，居室前的空地上有假山盆景和花草，前厅放着红木桌椅，通过一道圆形的拱
门可以进入内室。
盛静霞大学同学季廉方抗战胜利后游扬州，曾访盛静霞故居，有诗《三游维扬怀驶青》记曰：    违别
乡关已七年，三游湾子访庭轩。
书斋曾共君吟啸，寂寂荒苔映砚田。
    盛静霞年幼时，在爱好古典文学的母亲影响下，对《聊斋》《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就如痴如狂。
她小学进入扬州中学实验小学就学，每次比赛作文，总是得第一名，于是得了一个“小冰心”的称谓
。
她有一位黄姓朋友很仰慕她，将自己的字改作“企冰”。
这位黄企冰名懿娴，字璧如，又字企冰，后来就读扬州国专，师从著名女词人丁宁，著有《无是轩诗
词草》，风格清新婉约。
她俩自幼至老一生交好，直至双双离世，也是奇事一桩。
    1930年小学毕业后，盛静霞很自然地升人扬州中学。
扬州中学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名校，肇始于1902年创立的仪董学堂。
仪董学堂监督李慎儒著有《禹贡易知录》《瀛环新志》《鸿轩诗稿》等，因此扬中的国学源远流长，
学生们受其熏陶就不足为奇了。
盛静霞扬中同学汪仪璋就作得一手好词，如《虞美人》：    金风飒飒秋容换，深夜凉初转。
小楼独醒自心惊，四壁细听，鼠啮应虫鸣。
满床明月浑难寐，欹枕低垂泪。
故园渺渺几时回？
还向五更，梦里觅归期！
    ⋯⋯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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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蒋礼鸿先生遗墨书法篆刻艺术初探    宋一洲    一、蒋礼鸿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蒋礼鸿先生(1916—1995)
，字云从，室名怀任室、双瓶室。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浙江嘉兴人。
早年由嘉兴秀州中学保送之江文理学院(后改为之江大学)国文系，受业于钟泰、夏承焘、徐昂诸先生
，深得治学三昧。
沉潜文史，兼长诗词，尤精于文字训诂与古书校释。
解放后一直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78年超升(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1986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顾问，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后任名誉会
长)，《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辞海》编委兼语词分册主编。
    蒋礼鸿先生精通训诂、音韵、目录、校勘，其俗语词研究驰名中外，生平著述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训诂类有《敦煌变文词义通释》《义府续貂》《类篇考索》等；古书校释类有《商君书锥指》《校勘
略说》《误校七例》等；辞书编纂类有《辞书三议》《论辞书的书证及体现词汇源流的问题》等。
此外还有《古汉语通论》(与任铭善合著)、《目录学与工具书》两种教材行世。
    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蒋礼鸿先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鲜明的学术风格。
他秉承乾嘉学派谨严、踏实的学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博雅精要。
平生笃于深求，耻于浮夸，以求学术完美之境。
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笃于情义，毕生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发展学术与奖掖后
学为己任，他的高尚品格与精湛学术至今仍为学界敬仰与传诵。
    二、蒋礼鸿先生遗墨及其特点    蒋礼鸿先生仙逝距今已十六年，主要留存下来的墨笔书法作品大约
不到三十件，毛笔书稿作品大约二十余册(件)，绝大多数为钢笔和圆珠笔书写的手稿原件，现存无虑
数千页。
现在这些遗墨大多保存在先生哲嗣蒋遂府上。
    先生遗存下来的书法碑帖主要有十余种，从这些字帖出版的年代来看，不少是民国早期的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碑帖。
其中有民国四年商务印书馆版《赵文敏书急就篇一册》、民国十一年上海有正书局版的《宋拓索靖月
仪帖》、民国二十年三月神州国光社版《汉熹平石经》、北京富晋书社版《影印定武兰亭赵临十三跋
》(内有任铭善先生两处鉴定手记并有印蜕)、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版《旧拓唐欧阳率更令正草九歌
千文》、文物出版社1965年4月版《北宋苏轼答谢民师论文帖》(封面有王焕镳先生赠送题记)、1964年
朵云轩版《虞世南中楷字帖》、1973年8月上海书画社版《大楷选字本字帖(二)选自赵孟频“胆巴碑”
》、1973年9月上海书画社版《唐人摹兰亭序墨迹三种》、1975年12月版《王羲之传本墨迹选》《唐拓
十七帖》等。
    作为书法作品的墨笔作品，大多是蒋礼鸿先生白书自作诗词作品、题赠作品和题写书名等。
这些书法大多是先生闲暇时的一些遣兴之作和应酬之作，但也颇可反映先生的性情和书法修养，是得
以管窥他书法艺术的主要墨笔材料。
还有少量传世的书法手札，颇可一窥其书法功底和个性特色，也是他书法艺术的重要体现。
不少早年毛笔书写的书稿抄本，则充分体现出他的治学态度和书法与文字功夫，是研究他在书法学习
和研究方面的重要材料。
    作为三十年前蒋礼鸿先生的学生，笔者有幸拜观了这批先生流传下来的珍贵遗墨。
受蒋遂仁兄的委托，笔者对先生的遗墨书迹进行了梳理、分析和初步的研究。
    三、蒋礼鸿先生遗墨的书法篆刻艺术初探    从目前可以见到极为有限的一些墨笔书法作品来看，绝
大部分是行书作品，部分是章草意味较浓的作品，小篆作品仅见一件。
形式最多的是条屏，其次是横批和斗方，还有一些题名与题签。
作为手稿或手札一类的毛笔书法，大多是精湛的小楷，少量是行草，其中有的蝇头小楷直径在二毫米
范围内，令人有观止之叹。
    作为一代著名学者，蒋礼鸿先生有众多不朽著作嘉惠学林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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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目前的遗墨来看，绝大多数也是以清俊小楷书写的著作手稿。
如蒋礼鸿手抄钟泰先生的《校定管子侈靡篇》书稿、手抄卢允武《语助》书稿、《一萼红词》手抄稿
等，皆端正隽永的小楷书写完成，观之可令人玩索良久，叹为观止。
而手抄卢允武《语助》书稿则可断定出自王羲之《小楷黄庭经》。
《校定管子侈靡篇》书稿则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章草笔意，应是蒋先生临习《赵文敏书急就篇》之后书
法发生变化以后的作品。
此正所谓文字结构在学问家早已烂熟于胸，出手即成其形，无有些微的犹疑和生涩，故能精彩纷呈，
字字珠玉。
    另外，还有一件没有署名的文稿《世足止变说》，就是以其秀颖的墨笔小楷书就的。
这件小楷的结体和用笔几乎与欧阳询的《旧拓唐欧阳率更令正草九歌千文》如出一辙，可以断定蒋礼
鸿先生青年时代必定于此帖下过很大工夫。
这些书法作品是先生中青年时期的墨迹典型。
    而从书体来分析，他的楷书作品并不多。
目前能看到的仅有晚年的《海纳百川》屏条和《题名》签条等。
这几件书法可以看出是其晚年大约70岁以后书写的，行笔老辣中带朴拙，结体和用笔均见唐初欧阳询
的瘦硬骨骼和清俊笔力。
    自作诗《湖上》四尺对开斗方行草可谓是先生现存的一件书法精品。
此诗收入《怀任斋诗词》，全文如右：“秋风嫋嫋起微澜，湖上荷花静欲仙。
俗客暂来疑有约，冷吟初就倩谁联。
浣娃白浸波中足，飞鹭轻拖柳外天。
我自临渊无所羡，不看桂饵下沦涟。
”这件作品整体行气宽舒，行笔流畅，字体紧结，是先生晚年具有自己风格特点的代表f生书法作品。
这里可以看出先生对历代碑帖的研究心得和自我性情的表达，也可以看出其出入晋唐宋元各家、融冶
一炉后独特风貌。
这件作品具有鲜明的文人书法的书卷气息，也有内敛、冷逸的个性色彩，从结体到笔法可以看出明显
的章草笔意特点，与蒋先生的尚简求精的人格特征颇为契合。
    另一件条幅《柳絮池塘淡淡风》则与这件作品一样，也是这一时期的典型行草书精品。
这件作品似乎更加符合蒋先生做学问“要言不繁”的特点，直书一句，布局上居然没有丝毫的单调和
平乏，落个穷款与之呼应，更见其飘逸和孤傲!也是蒋先生某种人格的体现。
    小篆屏条庄子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目前先生留传下来的唯一一件篆书作品。
题款“锼青嘱书漆园语”，表明是为夫人所书，应该是为某种事情有所思悟而为。
这张作品全用中锋藏锋笔法书就，结体也是标准小篆的结构，惟章法比较自然，对称中不呆板，端正
处见空疏，落款也恰到好处，可见先生于章法也是熟稔于胸。
这件作品也颇似黄宾虹先生的篆书，古拙里见天趣，婀娜中含刚健。
    先生中年后因儿子蒋遂喜爱篆刻，也曾悉心指点，从文字学到篆书，从反手书写篆字上石到亲自奏
刀，也留下了几方印章。
目前先生留下的常用印部分是自己篆刻的，也有几方名号印和室名印为畏友任铭善(心叔)先生篆刻的
，另有几方是委托西泠印社刻的(均无边款)。
    其中一方“怀任斋”白文室名印是先生手书上石、蒋遂奏刀完成的父子合作之作。
此印分朱布白亭匀，笔画方圆相济，颇有秦圆汉方融为一体的感觉。
另一方朱文闲章“敝帚”则颇有战国铜印的风格特点，字法亦有金文简练质朴的意味，布局上也体现
出简拙特点，而且金石味很足，刀法多变而老辣，可谓先生篆刻代表作品。
另外还有“云从暮景”  “飞鸿”  “鸿”等朱文印，也多体现出形简意繁的文人艺术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书法篆刻对于蒋礼鸿先生来说可谓是“余事”，甚至大多是不经意之作
。
很多时候是师友唱和以及较亲近的学生所索而挥毫，大多又是随书随赠，先生自己家里几乎没有几件
作品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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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先生作品十分有限，所作的分析和研究也就只能局限在已知的作品范围内
。
由于笔者的学养不足，远不能对先生的艺术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错误在所难免，这里抛砖引玉，希
望学者方家不吝赐教!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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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先生与盛先生同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执教三十余年，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
两位先生堪称传统学人的典型代表。
一位才子，一位才女，在抗战的风云中相识相爱，在五十年的风雨中相爱相守，直至双双谢世，还相
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这样的境界是何等令人向往、令人尊敬，这样的人生也应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从中得到启迪。
鉴于此，杭州市政协文史委以第一手资料，精心编辑出版了《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
》这本反映蒋、盛两位先生精神生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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