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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继和与祁和晖的家，位于西南
民大老校区教职工生活区内的一栋
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家具不多，全
是各种书，在书架上，在书桌上，在沙
发上。

一间小书房有两张大书桌，书堆
高高耸起，比成年人站立时还高，两
头各有一张椅子，两人各自伏案。窗
外绿荫遮蔽，清幽宁静，犹如闹市里
的桃花源。

由于文史知识结构相似，两人互
相帮助，齐头并进。

写文章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的
文献来源都记得清清楚楚，手上正写
得顺手，却被某个小点卡住了，去书柜
里翻找，会中断思路，这个时候书桌一
方的人就会探头问对面的人某句话的
出处或者准确说法。很多时候恰好对
方知道，会得到比较确定的回复。

有时候某一方要找某本书，另外
一方恰好知道在哪儿，很快就在屋里
搜索出来。“我们的确是彼此的书
童，本质上我们现在还处于小时候同
窗的状况，连儿女都觉得是这样。”祁
和晖说。

从“兄弟之交”到学术伉俪，谭君
和祁兄既专注于学术研究，又热心于
城乡建设与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实
践。虽然高龄，却不辞劳苦，经常外
出，开设巴蜀文化、国学、禅宗禅学、
蜀派古琴、家风家训、乡村振兴等主
题讲座，参与城乡景观、文创产业园
的策划、论证直到写作景观文赋，身
体力行读书人的通经致用。

从锦江（府河、南河）、沙河、天府
广场等多个景观工程，到“五路一桥”
工程、西岭雪山、市内十个小游园建
设工程；从春熙路改造到街道立面整
治等项目，以及从宽窄巷子到塔子
山，从浣花溪公园到杜甫草堂千诗
碑，从地铁站文化景观到成都东站立
柱的文化设计，他们都参与了建议、
策划、论证和设计。曾经，为建设石
纽大禹故里旅游文化圈，两人甚至进
行了长达近20年的努力。

几十年共同生活，要说绝对没有
拌过嘴，也不可能。“我们俩在日常生
活中的追求都不高，确实都没啥可争
的，彼此都很好相处。”但祁和晖补充
了一点，“以前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
需要照顾。为了读书、写论文，我们俩
也争过，为自己争读书、写作的时间。”

谈到学术问题，两人倒是很较
真。遇到一时扯不清的地方，两人就
各写各的，互不干涉。如对武则天的
评价，谭继和写过论文《武则天与文
化中国》，祁和晖也写过论文《武则天
无字碑的解读》。两人的看法侧重点
不一样，但彼此求同存异。

不外出的生活，两人相对而坐，
安静地埋首于书海中，专注于各自的
工作和阅读。“春来濯濯江边柳，秋后
离离湖上花。不羡千金买歌舞，一篇
珠玉是生涯。”这是谭君和祁兄都非
常喜爱的东坡诗句，并将之作为座右
铭，“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只要有一
篇珠玉文章能流传大众，能弘传后来
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徐语杨 陈颖

年逾八旬的学术伉俪谭继和祁和晖
从年少“兄弟”到“灵魂伴侣”

/人物简介/

谭继和，1940 年生。四
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四川
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祁和晖，1939 年生。西
南民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巴
蜀文化研究专家，四川省杜甫
学会副会长。

令人羡慕的学术伉俪，在
知识圈并不难遇到。但是，像
谭继和与祁和晖那样，人生和
事业如此高度融合的案例，还
真是非常罕见。两人有共同
的家乡（重庆开州），两家相隔
两里路，一起读小学、中学，有
同样的文史爱好，进入同一个
文史课外阅读小组，两人互称
谭君、祁兄。

1957年，两人同时考大
学。谭继和考入川大历史系，
祁和晖考入西师中文系。西
师毕业，祁和晖来到西南民院
（现西南民族大学）教书。在
成都相聚的两人，志同道合的
友谊升华为琴瑟和鸣的爱
情。结为“秦晋之好”之后，学
问上互相切磋与生活上互帮
互助，并行不悖。

1965年，在导师、历史学
家徐中舒先生的引荐下，在川
大取得副博士学位的谭继和，
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编
写组工作。谭君前往北京，祁
兄驻守成都。两地分居期间，
祁兄第一次北上探亲，只身找
到谭君工作的单位大门口。
看门的大爷看她稚气未脱，问
她：“你是谭继和的妹妹？高
中毕业了吗？”

多年后，对封面新闻记者
提及这段往事，谭继和忍不住
笑了起来，“其实，当时她已经
大学毕业在西南民院教书了，
只是看起来年纪小。”两人风
华正茂，容貌姣好，真是一对
璧人。谭继和的同事有时候
会忍不住开玩笑，喊祁和晖一
声“林妹妹”，谭继和则被唤为
“宝二爷”。

1976年，在北京工作了
10年的谭继和回到成都，夫
妻团聚。谭君和祁兄，从此生
活在一起。

文史原本就不分家，祁兄
由文入史，谭君由史入文，由
巴来蜀，居蓉治学，双方都成
为巴蜀文化研究领域的资深
学者。

2021年，谭君与祁兄，
都已年逾八旬。

谭 君 比 祁 兄 小 3 个
月。“哎呦，姐弟恋啊。”记
者开个小玩笑。祁和晖听
到也笑了，“哎呀，小时候
他是我的跟班。”

祁兄家庭贫寒，从小
就很优秀。学习成绩、故
事演讲、写作竞赛，经常拿
全县第一名。小学时演小
剧《白雪公主》，能歌善舞
的祁兄是白雪公主。谭君
是群演之一，一只围着白
雪公主的小白兔。“她是校
星级的人物。我虽然成绩
也 不 错 ，但 比 她 还 是 差
点。”谭继和笑呵呵地说。

读到中学，两人有共
同的文史兴趣爱好，一起
参加了一个课外阅读小
组。由优秀语文教师杨谨
伯先生教大家一起阅读诗
词文章，领悟古典辞赋之
美。写诗填词的格律就是
杨先生教会的，他还指导
谭继和在中学阶段就通读
了一遍《史记》。

10个青春中人，称兄道
弟，争论激烈。祁和晖是
唯一一位女生，她也被谭继
和及其他同学称为“和晖兄”
或者“祁兄”。读书的时候，
谭君也没有把“和晖兄”当女
孩子。“都是兄弟相称。”

术业有专攻。专攻中
文的祁和晖，诗词功底显
得更深厚。有时候谭继和
写出来的好诗词，朋友们会
觉得他肯定得到了祁和晖
的辅导。谭继和就干脆不
让祁和晖知道，自己偷偷发
表了，再告诉她，以避嫌疑。

谭君诗词得过杜甫诗
歌杯一等奖。乐呵呵在祁
兄面前小炫耀，后者劝他
最好谦虚些，“一家人不能
拿两个头等，是我自愿降
成第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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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关于学问的一次争论，还闹成学
校一场不小的风波。

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自办黑板
报和油印报。祁和晖是主编，谭继和是编
辑。有一次，谭继和写了篇反对“安贫乐
道”的文章，认为它不符合毛主席说的“穷
则思变”。

祁和晖遵守校领导的规定，认为带有
批判色彩的文章，需要送校领导审阅批准
是否发表。但谭继和认为她“压制新生力
量”，便绕道而行，在学校的初中部黑板报
和油印报上发出来。这篇文章引起全校
震动，学校批评这篇文章“违背教育部颁
教学大纲”。

这件事后，谭君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
“和晖兄”，解释自己的想法，收到信的“和
晖兄”也找到谭君深聊。

语文老师杨谨伯先生安慰谭继和不
要有心理负担。谭继和的文章，观点虽然
可商榷，但是年轻人敢于独立思考的精神
可贵。杨先生还指出文章中把“借鉴”一词
用为“照鉴”就不通了，要注意修辞。这件事
无形中影响了谭继和一生，做学问要坚守独
立精神，学好遣词造句，一个字一个词也不
要马虎，直到现在他还坚持着这个习惯。

也正是这个鼓励，对谭继和走上学术
道路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件事也给我一
个很大的启发：要敢于独立思想，不人云
亦云。杨老师还教我们，写文章，尽量要
有新论点，没有新论点，至少要有新论
据。最低程度也要做到新表述。这些都
对我影响非常大。”

2014年，在甘肃天水召开“杜甫与地
域文化”学术研讨会。当四川师大教授房
锐谈及有关草堂寺和浣花溪草堂的关系、

“骚坛鼎峙”、杜甫草堂内发现岣嵝碑刻的
发言结束后，作为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的
谭继和开始进行点评。然而，在台下的祁
和晖听后，当场就提出异议。

封面新闻记者提到，这么直接当面就
提出异议，一点儿都不担心对方介怀吗？
谭继和笑着说：“哎呀，我们早就习惯了，
这就是她的性格，而且真理越辩越明啊。”
夫妻同心之境，圆融无碍，早就超过了世
俗的面子。

在旁边的祁和晖补充说：“假如看法
真的有差异，谁也不会因为对方是家人，
就闭口不说。学术上的故意或刻意谦让，
其实是对对方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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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和晖与谭继和（右）。摄影：雷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