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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張舞徽教授

胡楚生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著名文史學者張舜徽教授，不幸於 1992 年 11 月 27 日在武昌逝世，享年八十三

歲。消息傳來，令人悼念不已。

舜徽先生，湖南洗江人， 1911 年 8 月 5 日生。自幼勤學，父准玉公，親授課

業，教以〈文字蒙求〉、古文經籍、史傳通鑑，又多讀新學雜詰、 o 年稍長，讀棄任公

〈清代學術概論) ，尤好之不忍釋手。先生一生服膺乾嘉諸儒之學，即從此時開始。

舜徽先生十七歲時，父准玉公卒。先生乃遊學長沙，後為姑父余嘉錫招往北京，

住於其家。由是自朝至暮'赴北海圖書館讀書，日有定程。時余嘉錫擔任輔仁大學教

授，又以目錄之學兼授於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名重一時，交往多學者專家。舜徽先

生因余嘉錫之介，遂得遍識舊都通人碩學，如吳承仕、沈兼士、錢玄同、陳垣、鄧之

誠、孫人和、高步瀛、馬衡、楊樹達、黎錦熙之禱，舜徽先生皆多方請益，學問亦由

是日有進境。

1932 年，先生返回長沙，先後任教於文藝、兌澤、雅禮等中學。湘中諸懦，立日

酋運乾、陳鼎忠、馬宗霍、駱鴻凱、黃典球、孫女昱、席敵制等，亦時于誨導。

1941 年，先生任國立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 1943 年，任教於民國大學中文系; 1946 

年，受蘭州大學校長辛樹幟之邀，乃遠赴朧中。 1950 年，再返湖湘，任教於武昌華

中師範大學歷史系，並創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擔任會長達十年之久。

舜徽先生為旱，自文字、聲韻、司11詰入手，尤篤好鄭樵、暈學誠三家校雛之學。

以為鄭、章二人，識解超卓，能見其大。先生早期所著之〈廣校儷略) ，即係推闡鄭

氏、章氏校儷之義而成之撰述。此後數十年間，先生之著述，亦多以剖析學術流別為

探究之目的，實深受鄭、章二人學術之影響。

舜徽先生一生著述二十餘種，超過八百萬字，其中最重要的有〈廣校鱷略〉、〈顧

亭林學記〉、〈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清代揚州學記〉、〈周秦道論發徵〉、〈清人文集

別錄〉、〈中國文獻學〉、〈史學三書平議〉、〈說文解字約注〉、〈鄭學叢著〉、〈說文解字

導讀〉、〈漢書藝丈志通釋〉、〈清儒學記〉等，這些著述也深受海內外學者的推崇與重

視。

我最早接觸舜徽先生的著述，是在 1966 年。那時，我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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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任教，在中文系講授訓詰學、修辭學與經學史。在圖書館中，才第一吹讀到舜徽

先生的著述。最先，是他的〈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 ;稍後，是他的〈廣校雛略〉、〈顧

亭林學記〉與〈清代揚州學言。 o 1969 年，我在系中增授了一門目錄學， {廣校雖略〉一

書要成為案頭常常參閱的書籍。 1971 年以後，我陸續撰寫了〈目錄家「互著說」平

議〉、〈目錄家「別裁說」平議〉、〈張氏(漢書藝丈志釋例〉料繆〉等幾篇文章，其中也曾

對於舜徽先生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979 年，我自新加坡返臺，任教於國立中興大學。近幾年來，我個人研究的重

點，也放在清代學術的流變之上。因此，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別錄〉那本巨著，更是

常置案頭、不時披閱的書籍。每次閱讀，欽佩之情，也愈益加深。

去年 (1992) 5 月，湯志鉤教授前東臺中東海大學授課。相唔之餘，承蒙告知舜

徽先生當時任教於武昌華中師範大學。 9 月間，乃以抽著〈清代學術史研究〉一書，空

郵寄奉，星請指正。 11 月中旬，收到舜徽先生寄贈的〈清儒學記〉一書，書前並附有

于書捏婆說道: I大著收到，謝謝!拜讀之後，亟佩高深，涉覽之博，論斷之精，令

人心折。今以拙作奉上求教，並乞有以示我也。收到後請來信! J收到贈書之後，心

中大喜。隨即於 12 月 3 日，修喜造寄。在信函中，特別提到自己出生於武昌;抗戰

期間居住在湖南武岡、武陽、會同、桃源等地;抗戰勝利，重回武且等事。隨國並寄

上了拙著〈老莊研究〉一書。但是，書與信函寄出之後，卻久久不會收到回信。今年 2

月初，突然收到舜徽先生哲桐兆和教授的來函，才知舜徽先生巳於 11 月 27 日在睡眠

中安然仙逝。

我與舜徽先生從未謀面，只是多年以來，誦讀先生的著述，受益夏多。獲知先生

仙逝之後，感傷之餘，隨即覆函兆和教授，請其在舜徽前輩靈前，代為上香致敬;並

就個人所知，草成此文，謹向這位前輩學人，敬致欽佩悼念之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