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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首部甲骨文著作已正式定名
为《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书稿
一部分已于年初交付四川人民出版社编
辑。3月23日上午，四川人民出版社社
长黄立新如约前往马识途家中，听取马
老对首部甲骨文著作的最新修改意见。

该著作主要是马老回忆了当年在西
南联大古文字学专业求学时，罗常培、唐
兰、陈梦家、王力、闻一多等先生讲授的语
言文字学的课堂笔记，尤其回忆了唐兰先
生的甲骨文研究精髓，同时记录了他当年
对部分甲骨文的研究，以及他现在对甲骨
文作的形训注解，以此向西南联大及大师
们致敬。全书包含上、下两卷和附录。上
卷为“马识途西南联大课堂拾忆”（共15
课）；下卷为“马氏古字拾忆”（共11忆）；
附录为“马识途甲骨文形训浅见”，其为此
次马老着重修改的部分。

出版社表示：
“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让此

书尽快面世”

刚进门，马老的女儿马万梅就说：
“马老刚才还在问你们什么时候来。”坐
在书桌前的马老精神矍铄，窗外的阳光
洒进来，满屋生辉。看到黄立新落座后，
马老立即把最新写的甲骨文形训浅见笔
记本拿出来，只见大红色笔记本上印着

“百年巨匠”四个烫金的大字。马老一边

翻阅他的第二本甲骨文笔记本，一边对
黄立新说：“上次把书稿给你们之后，我
又继续解读，这次解读的字更全面、更准
确，可以把之前的全部替换了。”

马老在笔记本上写着“重读甲骨文
说解”七个大字，自从1月22日把书稿交
给四川人民出版社之后，马老又重新读
了现今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甲骨文专著，
并对甲骨文从头至尾进行了详细梳理和
解读，批注之细致、解读之全面，让黄立
新忍不住赞叹：“马老 107 岁高龄，博闻
强记，思维敏捷，精益求精，完全靠回忆
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又写了如此多的
内容，实属罕见，难得难得。”

黄立新还给马老介绍说，书稿正按
照之前制订的编辑出版计划紧锣密鼓地
进行着。除了原件扫描、文字录入、专业
人士甲骨文撰写、文字梳理、甲骨文插入
等流程外，责任编辑也已经进行了 3 次
仔细的审稿，目前上、下两卷的初稿已成
雏形，附录则需要再把马老当天交给的
最新修改内容加进去，整个书稿就完整
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让此书
尽快面世。”黄立新说。

马老的要求：
“出版前我还要再看一遍，

必须再看一遍，不能有差错”

责任编辑把已经初审完的书稿送到
马老面前，并对马老说，“天天都有读者

在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询问马老您的这
部甲骨文大作好久出版，市场非常期待
您的新书。”马老听后很高兴，但是不断
地提醒责任编辑，“你们审完后要出版前
我还要再看一遍，必须再看一遍，不能有
差错……我这个书不是什么高深的甲骨
文学术书，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甲骨文，
供大家消遣读的。”说完，马老开心地握
着责任编辑的手说，“你们做这个书很辛
苦，我要给这个书题写书名。”足见马老
对他首部甲骨文著作偏爱有加，也寄予
了厚望。

正如马老为这部著作最新写的序
《我和甲骨文》中写的：“七十几年过去
了，竟没有一个朋友知道我曾在西南联
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三校组成）学习和研究过甲骨文。我现
在才把我和甲骨文这段因缘告诉我的朋
友。”“新中国成立后，我奉命从政，从此
在党政群大大小小单位任领导职务，载
沉载浮近七十年之久，精业从事，未敢他
骛，遂与甲骨文绝缘。但常回忆当年，大
师们谆谆教诲，念念不忘，无可奈何。”

“2019年11月，忽见报载，甲骨文120周
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开会，颇多专家、学
者参加并得到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嘉谕，
鼓励研究古文化学识古文字，方知甲骨
文研究大有进步，并提出在大中学生中
科普甲骨文。我一见报道，兴奋无已，欲
图效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马老说：“我这个书
不是什么高深的甲骨文
学术书，就是给大家科
普一下甲骨文，供大家
消遣读的。”

马老与黄立新社长讨论书稿。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地方志可谓
一个地区文脉与血脉传承的最佳见证。
《华阳国志》，这部在中国方志史上不得不
提的巨著，彰显着巴蜀地区在地方文化书
写上留下的最早痕迹。不过，《华阳国志》
光耀后代千百年，仅仅是因为它的首创性
么？作者常璩被列入第二批四川历史名
人，他与《华阳国志》间又有怎样的故事？

3月29日下午2点，2021年再度回
归的“名人大讲堂”第一课将去往崇州，
邀请到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巴蜀方
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做客大讲
堂，与观众一起探寻这位东晋大才子与
《华阳国志》的传奇故事。这也是“名人
大讲堂”自开办以来，第一次前往四川的
市州举办。

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
中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华
阳国志》几乎就是研究巴蜀历史的百科
全书。汪启明谈道，《华阳国志》中关于
农谚、方言、民俗、建筑、土产、矿产等的
记载，无不烙着鲜明的巴蜀印记。举凡
巴蜀的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桥梁、关
隘、名胜、资源、风俗、物产、气候 天文、
灾异、人物、艺文等也都为其所包容。

汪启明介绍，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
南少数民族，也必然绕不开《华阳国
志》。尤其是其中记录了众多正史所不
载的巴蜀及周边人物，显得弥足珍贵。

除此以外，《华阳国志》还记载了多
项我国甚至世界之最：

最早详细记载我国闻名世界的都江
堰水利工程；

记载了我国古代对天然气的发现和
使用，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首次使用天
然气最早的记载；

记载了蜀守李冰在广都主持开凿盐
井，这也是中国以至世界上最早的凿井
记录。

此外，《华阳国志》还记载了蜀中是
国内最早的茶叶产区；叙述了张陵创立
道教五斗米道的缘起，充分证明了成都
市大邑县的鹤鸣山是我国道教的发源地
等等。

由此可见，《华阳国志》的重要影响
和地位，远远并非通常所说的第一部地
方志那么简单。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常璩和《华阳国
志》的故事，敬请关注 3 月 29 日下午 2
点，封面新闻“名人大讲堂”直播间。

本次“名人大讲堂”将走进常璩故里
崇州的“华阳国志馆”，其中古意盎然，肃
穆幽静，与“名人大讲堂”的学者之风不谋
而合。大讲堂将设于华阳国志馆正中的
讲厅，在这个春日里口传心授、如沐春风。

由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名人大
讲堂”，自2018年11月正式开启以来，已
经在四川省图书馆星光大厅举办20场，
邀请到包括李敬泽、阿来、郦波、于丹、梅
铮铮、方北辰、孙小淳等历史人文、自然科
学等领域专家前来做客讲座，20场线下
讲座全网点击量约2344万。而在疫情期
间举行的“云开讲”也吸粉无数，名人大讲
堂俨然已经形成了特色文化品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107岁马识途首部甲骨文著作即将面市
正式定名《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华阳国志》记录了哪些我国甚至世界之最？
2021年“名人大讲堂”第一课，汪启明教授为你详细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