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昌群知识渊博，对魏晋南北朝史
的研究成果卓著，于汉唐文化也颇有研
究。而对《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杜
诗》三部大书尤致力极深。1945年，他在
中央大学讲学时曾经说：“把我贺昌群解
剖开来即等于3部书：《世说新语》《大唐
西域记》和《杜诗》。”

先生历来认为，文学和历史不能截
然分割，治文学之人必须懂得历史，研究
历史的人必须懂得文学。

1944年，他在重庆讲授《杜诗及其时
代》之际，写诗《在松林坡讲杜诗与盛唐
之时代（选课）将毕写示诸同学》：“读史
才情付与谁，为君苦说杜陵诗。兰台词
调亲风雅，庾信高文重典仪……”

前两句是说，他自己文史并重的治
学方法，后两句是说历史学家班固运用
文学的笔调来书写历史，而文学家庚信
的文学作品则反映了当时的历史。

他还向人谈及，研究杜诗的人必须
认真研究唐代历史，否则对杜诗中有关
唐代政治经济等的诗句，不可能懂得，甚
至要发生误解。

从1954年开始，贺昌群数次向杜甫
草堂捐赠历代杜诗版本及日文、英文版
杜甫诗集。到1969年晚年时节，他又将
多年保存下来的有关书籍捐赠杜甫草
堂，并将自己的《诗中之史》手稿也交草
堂保存。高风亮节，感人至深。

贺先生捐赠的书籍总数达二千余
册，内容丰富，范围很广，经、史、子、集皆
备，汉唐间的典籍为数不少，历代具有代
表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著作也较多。其
中明代和清代的杜甫诗集版本以及日本
刻汉文杜甫诗集版本、朝鲜刻汉文杜甫
诗集版本共二十余种，弥足珍贵。

如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长州许
自昌刻、元大德三年（1302年）高楚芳编《集
千家注杜工部集》，较为难得。再如日本正
德四年（1714年）势阳鹤溪、度会末茂编的
汉文刻本《杜律评丛》，版本十分罕见。

一天晚上，我与几个作家来到马边
河畔散步。远处高山上有灯火，“如三五
小星在夜天闪烁”。两岸宽阔的河堤高
累而上，高大的柳树将枝条垂向水面，在
有意无意之间，宛如无饵之钩。

“无饵之钓”除了姜子牙，便是词人
张志和。《新唐书》说他弃官归隐后，“每
垂钓，不设饵，志不在渔也。”无饵长钩单
钓月，就成为柳树垂钓马边河的意象。
但我心中，贺昌群是属于“书灯冷月照沉
渊”类型的。

1938年秋季，离乡有年的贺昌群回
到马边，写七律《还乡宿黄丹客馆初见马
边河》：“情怀不忍上高楼，寒菊年年照眼
秋。万叠故山云总隔，两行乡泪血和流。
黄茅莽莽连边野，红叶纷纷下客舟。归计
未成人渐老，山花羞对雪霜头。”

近乡情更怯，35岁的贺昌群已有“人
渐老”之叹。不禁让我想起，43岁的朱自
清华发丛生，于1941年在成都写有五言
长诗《近怀示圣陶》，恰有“终岁闻呻吟，
心裂脑为盬”的大悲。未老先衰，就是一
个时代的命运。

我有贺昌群的两本著作《贺昌群译
文集》《贺昌群译著五种》，均为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近年重印版。记得当日奔波
300公里回到成都的当晚，我找出书来一
读，窗外刮起了大风……

雷波、马边、屏山、峨边4县与
大凉山黄茅埂山脉为界，被称

为小凉山。4县自明朝以来历经移民
开发，已趋富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
被视为“四川西南之安危所关”。

小凉山深处的马边，农时似乎比
成都平原要提早一个月至半个月。中
都镇在1月份就被遍布河滩山野的油
菜花层层包围，从时令上说，这无疑是
中国最早举行油菜花节的地方，充分
佐证了中都镇地缘的特异性。

沿马边河蜿蜒跌宕的公路两侧，
树丛、竹林、蔬菜、茶树一望碧绿无
边。随着山体的增大，赭红的岩石与
土壤渐渐透过绿色扑面而来，似乎暗
示了这片昔日边地的神秘。

在赶往官帽舟的崎岖山道上，云气
蒸腾，山峰、树木和农舍若隐若现。

马边河发源于羿子垭口，溪流多而
短小，洪枯流量变化大。沿岸乱石嶙峋，
石缝甚多，宜于大鲵生长繁殖，故马边县
有“大鲵之乡”的美称。

苏坝附近，河流急转向北，经官帽
舟、马边城，赶场坝至下溪再转向东北，
经沐川、犍为两县境，至犍为河口处注入
岷江。

官帽舟水电站蓄水较大，马边河的
水面骤然阔大。大到让山间河流有些懵
懂而低徊，奔流一生的水开始静静地停
着，万山不许一溪奔。也许，它们还不习
惯于安然入梦。

此地距离著名的明王寺不远。寺院
雄踞山丘之上，气象雄阔。寺内有全国
罕见的彝族悬托石佛，石佛的雕刻工艺
精湛，集镌刻、篆刻和镂空雕刻手法于一
身。石佛的背部有一圆孔，房屋的横梁
从圆孔中穿过，整个石佛就被悬在空中。

当地传说，当年明王寺香火旺盛，香
客云集，曾经有高僧，举铜镜来到明王寺
的后山，突见万丈金光，周遭瑞气氤氲。
高僧急呼：永乐溪要出“狠”人，至少要出
二品以上的大官。居住在对面官斗山的
地主知道后，请来高人，在官斗山向永乐
溪后山方向修建一座塔和一座桥，连接
永乐溪，这就有了“桥是弯弓塔是箭，九
代翰林十代官”的偈语。自然是希望将
永乐溪的风水，改转到官斗山。我估计，
这一偈语，多半是受到明末张献忠登临
成都九眼桥回澜塔的历史传说影响。

乡野风水先生功力有限，把永乐溪
的风水“改”到官帽舟去了。果然，官
帽舟后来出了学贯东西、才高八斗的
贺昌群。

贺昌群先生字藏云，出生于马边官
帽舟黄桷溪（今建设乡）。生于1903年
10月5日，卒于1973年10月。贺昌群的
父亲贺季咸于1912年任四川省参事会
议员。父死后，家道中落。

1919年，贺昌群考入成都联中，受
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立下“誓将吾精
诚，灌注吾民族”的誓言。中学毕业后，
贺昌群和同学李一氓一起考取了沪江大
学。一年后，因经济来源断绝而辍学。
1923年，贺昌群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工作近十年……贺昌群在文学、教育、敦
煌史、西北史等领域的研究或实践，皆颇
有建树。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贺
昌群绝对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
一代大家。

官帽舟地望

贺昌群宛如出山的马边野水，
浩浩汤汤，一往无前。他一生交友甚
多，与叶圣陶的情义尤其值得一书。

由于与马一浮存在教育理念上
的分歧，1940年夏天，贺昌群离开
乐山复性书院，受邀回到家乡，着力
创办马边历史上的第一所县立中学
——马边中学，并担任校长。

1934年，记者其仁对马边进行
了一番田野考察，写了一篇特写
《川南的一个山县：马边》，发表于
当年的《上海周报》。文章指出：

“走进那素称‘小成都’的马边以
后，顿时令人失望，原来它处在万
山丛中的一个破烂的市镇。它没
有一席大的平原，顺着上是危崖，
下是深溪，路都是迥旋曲折，窄狭
得不能并进的……那些山腰河岸
的房屋尽是东倒西歪，盖修草埔的
住所，简直找不到一座完整的。马
边城到了，它是一座半倾半圯的小
城市，有四五百住户，市场也是七
零八落的，堂堂的县政府只是破屋
三椽，低晦污秽，几至不可居处。”

面临这样的境地，贺昌群群策
群力，于当年秋天，在前临马边河、
后倚炮台山的静美之地，建成了马
边中学，直到 1941 年初辞职离
开。此后以作家李伏伽先生为代
表，争做拓荒勇士、移兰良师，形成
了“鞠躬尽瘁育人，勤勉成才报国”
的良好校风。

丰子恺先生在1939年曾作画
《移兰图》送贺昌群，并题字赠言：
“移兰除艾，留青载德。”《移兰图》
一直挂在学校的历代校长室，成了
学校的精神圭臬。

抗战时期，叶圣陶一家旅居乐
山，他与贺昌群相识于浙江。老友
相见，他高兴地称：“多得一过从之
良友也。”

1939年 8月11日，叶圣陶应
四川省教育厅的邀请，从乐山到成
都，为暑期讲习班作演讲。8月19
日，日军出动36架飞机对乐山城进
行轰炸。圣陶先生得知后，翌日赶
回乐山。知全家避难城外贺昌群
家，突火而出，幸免于难，屋庐衣物
书籍悉付一炬，圣陶先生“感极而
涕，天已太厚我矣”。

贺昌群尽力对叶圣陶一家予
以照料。1939年，他写有《赠叶圣
陶同客乐山》一诗：“廿载谬知己，

词林拜主盟。万方多难日，一往故
人情。庾信思南国，江淹厌旧名。
何时得归棹，烟波下百城。”

江淹的《迁阳亭》诗，写的是扼
守仙霞古道的福建浦城县仙阳
镇。从汉代到六朝，闽北浦城已有
古道翻越仙霞岭，连通闽浙。“江淹
厌旧名”一句，是从江淹《迁阳亭》
里“剑径羞前检，岷山惭旧名”所化
出，可见贺昌群既有将浦城县仙阳
与马边县相比的暗示，又蕴含江淹
与自己遭际的暗喻。

叶圣陶1939年11月18日的
日记记载道：“昌群来，前日方自马
边归。谓二十余年，家乡已非旧
观，昔固甚殷富，今衰落矣……人
种鸦片出售。散兵流氓以贩卖鸦片
为生。贩卖之外，复持枪劫烟，遂成
盗匪横行之世界。昌群之来回，由乡
人三四十持枪护送，且通知在匪中可
以说话之人，乃得成行。途中亲见三
尸倒卧于地，皆被枪杀者也。所见种
种，非他处人所能预想。”

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记录，让
我们得以洞察当时马边的民生与
险恶局势。连本地闻人贺昌群进入
马边也需要“三四十持枪护送”，还
需要动用袍哥关系“拿言语”，可见
阻碍边地发展最大的障碍不是山高
路险，而是不被约束的人心与人性。

这些经历，逐渐反映在他的学
术观点里。他在力作《魏晋清谈思
想初论》中认为，魏晋清谈思想的
全体大用在于“内圣而外王”、“游
外以弘内”，指出“圣王既无心而应
物，其于天下之事，上而典章制度
之兴革，下而文教风俗之推移，皆
因物随变，当事而发”。

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贺昌
群已经清晰地辨析出时代与传统
的复杂关系：“每一时代皆有时代
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
往与其前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
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继
承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
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
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

在我看来，这也是深谙中国历
史命运之后的“试错”式箴言。以贺
先生数十年前的文化历史观，恰在于
他把握了“时代的特性”，并“继承了
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了传统之另
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

捐书杜甫草堂

与叶圣陶的情义

贺昌群先生像。 《元曲概论》书影。
贺昌群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档案馆 122021年1月7日 星期四 主编杨莉 责编叶红 版式罗梅 校对 廖焱炜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贺昌群：书灯冷月照沉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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