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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鷗家得以長久維繫，一{國民族得拭繁榮橙晨，說短期來看，所依恃的晶亮在是

政治、聽濟等有形的力量;自若誕畏達的眼光來看，則教育、文化等無形的精神力

量，才是主要的困棄。因此，一個以增捕人才萬軍委主的教育工作者，一{盟以薪火相傳

為責任的女化工作者，對問家民誤的貢獻，能宏觀的角度東街暈，有時絕不亞於三支持

政治、經濟發展的鎮袖人物。問路鮑以愛心與耐心所辛勤播下的艾化種子，會散播到

各地繼纜三位授發芽，沛其精神將世世代代綿延不端。

在蓋轉近三三四十年的輯是藝界、或者說中文教育與學備界的織起人才，分悔於叢、

港各大學任教者，多直接或問接受教於林景伊先生或高仲華先生。如今回顧想來，今

日人才蔚輕的盛況，不得不懸念當初兩位先生的關對與栽培。近年束我正1't於林老師

八十翼議是紀，意論文學的校印工作，孺~II老的精神突突的高老師仲華先生，卻不幸於今

年馨假隔震中J，\住院後不起，聽令人十分感悔。

我興高老師結螃很平。距今約間十年前，當我還在師範隙中(今師大附中)讀高一

時，有一次學加教國團在北投復興關舉辦的寒位青年先鋒營。當時高老師擔任專題演

講，講後我將聽講筆錄寄法給飽，讀能接閱指點;後來又於暑期參加在但月潭舉辦的

首次文史年會，再度育機會聆聽高老師對中國文龍的鵲鸝見解。

王四十年前正當牽轉光復後不久，許多大學者隨同政府還歸牽擒。華聲省立師範

學院(後來先改為大學，再改成國lL)在觀為如校長的體導下，多方禮聘，堪稱大的黨

藥，三位真是文學位的國文學系。校內學衛風氣糧為濃厚，問學生的讀書風黨也在純撲

中曉龍向上;臨生對本闊歷史文化的熱愛，形晨一股且大的精神力暈，像攝主義規、陳

致平等諸位前葷的四奮與歷史故事講座，均極為歸奮人心，令人異常有聲盤!

附中畢業考大體那年，我毫不錯豫均以師大國文學系為第一志膜。四年內任教的

老師都是聞學界先進，使我大有如入寶山之感。大乏時路老師教我們〈文心雕龍} ，都

時他在當四十關外的盛年，巴拉很高的學摘聲望，講起諜來果然精華主充實，名不虛

傳。內容上眼旁繳博引，聲講尤其鐸鏘有力，而且氣度恢宏，一派儒雅的學者賦範。

皇的大結業後，在新竹中學賀禮一年，考進齒女研究所碩士妞，繼而攻讀博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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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受教於高老師的課程，有i(周易〉研究」、「中國

文學理論研究J 、「中國文化綜合研究J等。當年認

真抄錄的筆記，至今仍保存完好，因為內容旺淵博

叉精審，而且結構謹嚴，層次分明，很能幫助我們

了解一門學間的全貌與精蘊。

我的博士論文〈穀梁范注發微> '是老師指定的

題目，也是老師指導完成的。當時我連續寫了好幾

年，用六百字稿紙寫成的手稿，多達七大本之多，

總計約五十餘萬字，後來油印裝訂也有三厚冊。整

批呈交老師過目，光看一遍就很費時間，好在功夫

都在分析歸納，然後引證疏釋，將范宵〈穀梁集解〉

的體例作了徹底的解剖，以聞發其精徵之處，故不

必老師多費，心神修改。

博士論文在校內及教育部口試時，臺靜農、戴

君仁、屈萬里、鄭憲、陳槃諸位前輩，以及熊公

哲、程發朝、林老師、高老師等諸位業師與試，他

們都對我的論文表示肯定，並給我一些寶貴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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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老一輩學者們溫柔敦厚的教育風範，使我得到很大的啟發和鼓勵，從中也看到中

國文化的潛在精神。

後來高老師去新加坡講學，而我的博士論文被嘉新水泥公司選定為獎勵出版的學

術著作，於是我馳函星洲，恭請老師為我寫序。不久便接到老師親撰的序文，文中對

我專攻〈春秋〉之學 ，而特選〈穀梁傳〉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背景 ，及論文各葷的內容、

體例等，都作了詳盡的剖陳，並且推許勉勵有加，使我深感老師的教誨之恩，有難以

言宣的感激之意。

每年農曆正月初一下午，我總會驅車去木柵化南新村的老師府上拜年，常常在座

上遇見老師過去或現在的學生，大家在新年的氣氛中相談甚歡，不管談的是甚麼話

題，老師總是笑聲不斷。對於教育學術界許多現象，總是一笑置之，不作批評。對當

年學生出任各大學院系行政職務，老師一向欣然悅樂，從不干預他們的作為。

我喜歡跟高老師聊天，因為師生之間沒有虛丈客套，沒有心理距離，可以暢所欲

言;而老師談鋒一向很健，可以一直長談不倦。老師的笑容與笑聲，總讓學生感到親

切 。在他八十歲以前的某個新年，我向老師建議整理過去寫過的舊稿出版 。後來老師

八秩華誕時，由黎明文化公司發行的〈高明文輯〉三大本，就是出於我的建議，後來老

師還常提到這件事。

高老師和林老師，加上潘石禪老師，他們都是嶄春黃季剛先生的入室弟子。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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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文字、聲韻、軍11話之喂，幾控老師譯得其縛，如今潛、憂闊地大學中文系這方

醋的專家，大多是黃先生的再傳弟子。幸剛先生受學於太皮書主炳麟先生，一直往上這

棚，樣說至少可溯及明末拷初的處LU顧亭林先生。 i常務以來，所謂「乾嘉學賦J '權稱

-IDK相縛，棉延不3頁。

老師雖已八十多歲高齡，仍不肯投閑在家休J息，是華於艷中體文化輯傅的高度責

任感合在師大餾艾研究所所授的[抬舉方法扣一直是指引拉入學掉?鬥怪的學子最好的

治學南錯; ffi] í中臨文獻學j也是紮寞的學衛基髓。兩門課大家都深受其廳，尤其老師

董老不寰的傳道精神，令人感動與敬備!

老師與學生在司錯，永遠是，快樂的。草草一次老師生白，碩士班問學實葷糕在盤上

為老師祝壽，大家齊唱生民快樂歇，老師笑得合不攏纜。早提年議期進髒班主善良辦畢

業投行，老師欣然與他(門用住室關車在港闊天，一路說競賽贅，輛生感情十分融洽。

老師游去在犬開辦教育，從事文藝寫作，曾經多次攝理學瀨問題，維護文化正

統，專於奮門，不遺餘力。近年在海外出席f最黨學術會議」、「中摺古文字譽會議j 、

f關轍朱子學會議J等，在香港與美臨昆主持了大陸過去的…啟老朋友，數十年闊別，興

地重逸，不便感慨係之!

吾吾當我在師大教室走廊看到響聲躍然、寓大鑽駝的老師背影，不的意識到嬴月的

無情。在他儷緩的步履間，仿蟬日跨出人役的幾許蒼涼。他管年的背春，甚至學生的

時光，著ß己奉獻給中國文化。如今在這是鑫之年續是很輯關入世，留下文化的火鏈，讓我

們?發生繼續縛下去。還有他原摩的學位握著你與心虛辦成的文章，將是後人尋棋溯頓的

屬於…代學者的文化心跡。

悼念芝餘，聾作親聯一醋，以表內心無疆的態嚷:

主事讓坐鳳沾稽，互惠;我賞多. ~在獄博學成高識。

上障;長鐸傳紹，誨人不倦，長教接生frp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