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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在民安

翠

企民安出生在山東省蔡暢縣的一。個農民家醋，十幾歲時寮舟，與父親相依為命。

幼時熟讓〈三三字組)，以至於幾十年後，他仍然能夠全部背誦出來。 的功年立後，他

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完成了小舉教育，並考入東臨縣、唯一的教鶴中舉讀書。lÍl於家境

盟難，無鋒留校住宿，每天步行工十多公里的山路，夭夭堅持上學。晚上回到家中，

價19IJ幫助艾親挑水、擔泥、讀牲口棚，然後在小油燈下完成作業。或許正是長期步行

的鍛練，他在中壞時竟成了…名出艷的起跑運動員，在中學生運動會上，常常鑽得第

。

左民安於 1955 年中學畢業，考入華東臨範大學中文系。 1959 年大躍樂業，被採

往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古代澳語教研室任教，在語言文半學家陸宗遠的指導下，進行

古代漢語的教學和研究。陸先生知識淵博，講課生動，又樂於抉被後壩，對在民安的

幫助和影響很大。左民安開始有系統地閱讓古籍，但當時經濟十分困難，買不起陸先

生指定的，豆、讀書籍，飽就利用星期天和能日，飽遍北京的舊書店，整天呆在舊書店黨

翻閱奮鷗番。碰到台遁的，戰期省R乞f我朋節約下來的說購買上，其愛情的程度不吉而

且品。然而，當他得知江蘇省高郵縣要響聲室主;金:祥、、主引之艾于耙念館前苦於無;在氏艾

郭在蛤先生治學數謹，學風欖寞。在學衛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無證不緝的原

則。聳立一義，必驢列大量藍本證、旁譚，窮菁、寬委，不為全疏里傳之誼。在〈間顯我

的讀音醫生活}一文中，飽把自己的治學經驗歸納為四點: (一)議書要縛，研究要精。

(二)方法要講究，學風更重要。(三)做學問襲至整套Ij謹，資發明。(自)教學賄費刊落

，甘於寂寞。這正是能獻身於學研tj ，何時又能取得卓轉成麓的原恆。

郭先生講入謙虛謹桶，待人熱情坦誠。不慕榮莉，…生清貧 o Iλ吾望者{旦有擒

戳，對苦苦項者R誰當晚丹 J( 語出〈揖究)) ，他手醬聲在書房抬接下，直在常以分臨崩友、

弟子的這一名句，正是他精神境界的真實駕照。

1989 年 1 丹 10 日，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總是得那麼匆忙，以至聾蓋一天就到

的五十歲生日都沒有趕上;他留得又那聽長久，他的睛轉永遠撤勵著?是代學人。



書和人

子著作的古版本時，左民安即將自己珍藏的

〈高郵王氏四種〉古版本慷慨地捐獻給紀念

館。

為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事業，

左民安不顧陸先生的挽留，毅然離開北京師

範大學，來到剛剛成立的寧夏大學中文系任

教，並在寧夏奉獻了他半生的精力。他主張

古代漢語的教學要充分體現出古代漢語的特

點，力放獵險好奇，華而不實。他要求自己

掌握新知識，同時致力於培養學生(特別是

研究生)的創新和發現能力。他說過必讀以

身作則，言傳身教，盡心竭力地為學生服

務。

左民安曾經有運動員般堅強的體魄，其

後因參加農場的重體力勞動，機體入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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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突然、患了肝病。以後的歲月，工作繁忙，長期勞累和營養不衷，使他的肝病發展

成肝硬化，還患有胃病。他懂得生命的意義，倍加愛惜時光。除了給本科生授課外，

還帶研究生 ，並擠時間寫作，結果無暇治病和休息。當不能伏案工作時 ，就用一塊小

三合板當工作檯 '身臥病楊繼續工作 。小三合板上有他親自書寫的愛因斯坦的名言:

「人的價值，應看他向社會貢獻了甚麼，而不應該看他向社會取得了甚麼。」或許，這

正是左民安精神境界的真實寫照。當他的病情急劇惡化，由肝硬化轉化成肝癌時;他

以頑強的意志與病魔抗爭，彈竭心力，釀著生命最後的熱血，寫下新的篇章。

左民安致力於文字學、訓詰學的研究，他研讀〈說文解字〉和甲骨文、金文等，用

形、音、義互求的原則，結合古代文獻的例證，以求探明漢字的本義及其演變，探明

漢字的詞義系統 。 他還培養有多方面的興趣和愛好 ，使自己具備廣博的知識 。他自編過

〈古代漢語〉、〈正確使用漢字〉、〈漢字研究〉、〈寫讀辨用一千字〉等講義 ，作為教學的

參考資料。並出版了兩部著作 : {寫作縱橫談〉和〈漢字例話〉。在國內各種學術刊物上

發表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和雜文數十篇，尚有三部遺著正在出版中。他的研究成果受

到學術界的重視，快西師範大學有一位教授是這樣評論〈寫作縱橫談〉的: í從標題到

內容，都是文筆清麗，讀來興味盎然，不覺一次卷終，並無枯燥的感覺，這是寫語言

學論文的最高境界，也是寫論文的人所應努力以赴的目標。」廣大讀者對〈漢字例話〉

的評論是 : í是一部通俗的〈說文解字卜......它好像是一位飽學的老師，在向你深入

淺出、趣味盎然地傳授文字知識。 Jí所獲得的不僅僅是一種專門的知識，而且宛若看

到我們古代民族一幅幅生動有趣的民俗圖畫，和特定條件下的歷史狀況。」陸宗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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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漢字例話〉的原稿後非常高興，並為其作序說: I全書首列甲丈、銘識、古筆、楷

書、簡化字，闡述形體之發展演變、形義關係;吹及經典詩文，以明其用;對世人易

誤之形、音、義，亦均指明其因與糾正之法。條例清晰，深入淺出，其禪益後學之功

大矣。」左民安所寫的文章，由於丈字清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饒有趣味，得到

讀者的喜愛。正在出版的〈漢字例話〉續編是〈漢字例話〉的姊妹篇，是左民安應廣大讀

者的建議抱病而寫成的，又講解了五百多個漢字。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左民安在醫院

的病床上趕寫〈漢字部首講解〉一書，尚未完稿，他就與世長辭了，由他的學生遵囑完

成他未竟的事業。西北大學楊春霖為該書寫的序丈指出: I講解漢字部首的著作，就

我所知，全國解放前後，出版過四、五種。......但體例、解釋、見地似乎均不如此著

作完善。目前，這額書中此書當首屈一指。其主要優點計有四端:一、羅列甲骨文、

金文、華書，直至IJ簡化字。部首字的形體演變，一目瞭然。二、每一部首字先作形體

分析，再講解其本義和引申義，初步建立了部首的詞義系統。每一義項叉均引古代詩

文為誼，饒有興味。三、每一部首字均引許慎〈說文解字〉之訓擇，並簡要論證許君之

正、誤，努力做到實事求是。四、每一部首字均說明其從〈說文解字汙IJ{新華字典〉的

沿革，使人們得以了解部首古今變動的情況。 J

癌症無情地奪走了左民安五十二歲的生命，但願他的道德文章能長久地留存人們

心中。民安生前曾經說過: í最大的幸福莫過於能把自己所學到的知識貢獻給社會。」

香港教育署將〈漢字例話〉一書中的部分章節編入最新的中學語文課本中，供中學生學

習，實現了民安的意願。

我見識淺陋，不自量力，深含痛苦寫成這篇捏丈，也算是對亡夫左民安的紀念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