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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继和：难忘恩师缪钺教导
做学问“要进铜山自己开矿”

1960 年代，历史
学家缪钺在川大教学
生魏晋南北朝史，谭
继和是课代表。回想
起这位恩师，谭继和
说，“缪老师历史和文
学都很强，他教我们
魏晋玄学，讲了很多
文学作品。有时候讲
着讲着，非常投入，
忘情之中，他还在课
堂 上 吟诵起魏晋诗
歌来了。诗词吟诵是
一门学问，他吟诵的
诗词内容我记得，但
是吟诵的艺术，我没
有学会。”

不管是徐中舒，
还是蒙文通、缪钺、任
乃强等先生，让谭继
和感慨的是，那些老
师都是文史哲的通
儒，知识广博。而不
像现在学科分工过
细，研究唐代的说到
清代就不敢说话，而
清史专家又对宋代研
究不敢侈言。“学术分
工，是有必要的。做
论文从小角度，也是
应该的。但是要真正
做到‘以小见大’‘小
题大做’，那才是大学
问。当年那些老先生
学问做到了《易经》讲
的‘会通’二字。他们
既有专学，又有通学，
能做到广博、汇通、简
约、精要，一个小点都
能延伸很多知识和信
息。他们往往又专又
通，既是断代史专家，
又是通史专家。这是
很值得当代学者思考
和学习的。”

谭继和还提到，
当时那些学问大家都
过着清贫、朴素的生
活，精神世界却很丰
盈。从多位名师那
里，谭继和除了读书
有方、知识精进之外，
做学问写文章的能力
也大有长进。徐中舒
先生教会谭继和，写
文章一定要写独到见
解，没有独创干脆就
不要写。“写出的文章
一定要放几年，别人
写不出，自己才拿出
来。缪钺先生一再谆
谆告诫我们，做学问
要学习顾炎武，绝不
在学术市场上‘卖卖
旧铜钱’，要进铜山自
己开矿。”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徐语杨陈颖

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者也。一个人在
生命中遇到良师，何
其幸也！谭继和感
叹，他能够走上历史
专业研究的道路，在
自己喜爱的精神天地
徜徉，要归功于多位
恩师的栽培。

刚进初中的谭继
和，由于没弄明白历
史课考试情况，把练
习册当试卷交上去，
被老师判了0分，这深
深刺激了他，“我下决
心 一 定 要 把 历 史 学
好。”在煤油灯下，他
从头到尾把历史书背
下来，再考试就得到
了100分，之后历史成
绩一直非常好。他至
今深深怀念中学时代
有一位叫杨谨伯的老
师，杨老师毕业于重
庆大学中文系，抗战胜
利后回到家乡开县教
书。正是在杨老师的
指点下，谭继和开始阅
读《史记》，对史学发
生浓厚的兴趣。

1957 年，未满 17
岁的谭继和考入川大
历史系。当时川大文
科有从华西协合大学
合并来的师资，阵容
很强大。历史系主任
是一级教授、王国维
弟子徐中舒先生。与
此同时，蒙文通、缪
钺、冯汉骥、胡汉民、
顾学稼等历史名家也
都在给学生上课。蒙
文通给学生们讲宋史，
又不局限于宋史，还顺
便讲经学、蜀学等。

“他很喜欢学生，
他家住在水井街（水
井坊），我们晚上爱去
他家，随便问个问题，
他就会天南海北地谈
很多。正所谓，小叩
则 小 鸣 ，大 叩 则 大
鸣，现在想起来真是
一种享受 。印象最深
刻的是他带我们到昭
觉寺拜访，与慈青谈
论佛学‘唯识’，意气
风发，这是我接触和
喜欢，到后来有机会
研 究 佛 学 禅 学 的 开
端。蒙文通先生对我
的启蒙，让我受用一
生。”谭继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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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舒先生的先秦史专业副
博士研究生。同时还有两
位同学考取徐先生的古文
字学研究生。但两个专业
上的课程完全一样。先秦
史、先秦史料、古文字学三
门课，由徐先生亲自讲授。
徐先生对音韵学也十分精
通，但他很谦虚，专门请了中
文系音韵学教授甄尚灵先生
为弟子们讲课。课是在徐、
甄两位先生家里上的。

训诂学则是到中文系
听张永言先生讲课，中国哲
学则是听哲学系邱坤、彭楚
石两位名师教课。正是这
些最基础的课程，奠定了谭
继和关于古典文献的考据、
训诂和义理三个层次的学
术基础，成为他后来研究文
化学的思维方式和知识运
用的范式。谭继和至今保
留着徐中舒上课时的先秦
史笔记，常常翻阅，自觉启
发心智，受用不尽。

多年以后，在接受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谭继和特
别强调他在徐先生的带领
下，对先秦史进行的系统学
习。“我这一辈子受惠最大
的是跟着徐老师学了先秦
史。先秦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源头所在。在那里，有着

中国人元气淋漓的活泼精
神。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
的根和魂都在先秦。学好
先秦史，至关重要。现在我
们提倡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老祖宗创造文化的薪
火，就需要首先对传统文化
溯源，要溯得更深，溯到源
头去，源头就在先秦文化。
因此，要学好中国历史，一

定要从中华文化源头开始
学起。”

谭继和特别提到，在读
研究生期间，他系统研读了

《左传》，并作了《左传》和
《国语》的对比研究。由徐
中舒每月检查一次心得笔
记，直到《左传》《国语》对比
完成。《左传》是阐述和解读

《春秋》史例的一部叙事完
备的编年体史书，更是先秦
散文著作的代表，既是史学
经典，也是文学佳作。“如果
想要读懂《左传》，一定要先
把各种注疏，各种版本，以
及相关典籍都读透了。此
外，围绕《左传》，他还读十
三经、诸子百家以及各派疏
证。正因为这段时间读书
打下的基础，才成为后来谭
继和从事研究受用不尽的
源泉。

现在有一些作家已经
意识到，要成为学者型作
家，需从《左传》中学习汉语
写作。在谭继和看来，这真
是找对了。“《左传》里有很
多词，至今还活着。《左传》
的文体简约大气、修辞精
准，是现代汉语作家学习的
典范。如果说，直接看《左
传》有点困难的话，那至少
可以看看《古文观止》，里面
选了《左传》很多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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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谭继和。 《仙源故乡》

《巴蜀文脉》

谭继和希望将毕生所
学与成果回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