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人往事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已於2023年8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四至五節。

四　1971-1978：余英時重返新亞和唐君毅的晚年

余英時重返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校長一事的經過，可以分為三個

階段。1971年之前，很可能唐君毅已有考慮甚至已經向余英時提起。但是在

唐君毅的文字中，正式提及他向余英時發出邀請，則是在1971年，也就是余

英時離開香港十六年後重返新亞訪問的時候。余英時經過考慮之後接受，是

在1972年，但只答應兩年的任期。至於正式履職，則是在1973年。而1973至

1975這兩年擔任新亞校長並輪值擔任中大副校長期間，余英時正好遇到港英

政府和中大校長李卓敏全力推動的由「聯合制」向「單一制」改革的關頭，於是

發生了所謂的「改制風波」。

在這一事件中，唐君毅和余英時的立場產生了分化。這一點，大概也是

迄今為止關於兩人之間最為人所知的事件了。但是，余英時如何就任新亞校

長？此事與唐君毅有何關係？恐怕是鮮為人知的。即使是對於「改制風波」這

一似乎較為學界所知的事件，應該如何理解唐君毅和余英時在其中所處的位

置和扮演的角色，也有釐清的必要。

1971年8月，余英時重訪闊別十六年的新亞。在唐君毅的《日記》（引用只

註冊次和頁碼）中1，僅在8月一個月之中，便在18、19、23和25日這四天的

記錄裏都提到了余英時：

十八日 晴 上午開會，下午寫文三千字，參加哲學翻譯會，梅貽寶

約晚飯，飯後與余英時、孫國棟談校中事。

十九日 晴 上午研究所開會，下午續文三千餘字，約余英時、孫國

棟晚飯。

唐君毅與余英時的交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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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日 晴 上午辦公，下午余英時講演，黃夢花約晚飯。

廿五日 晴 上午開會，下午研究所約余英時茶會，夜看京戲。（《日

記》，下冊，頁191）

在此之前，唐君毅3月22日已經有一函給余英時2。如本文上篇所述，

在如今唐君毅的《書簡》中並沒有收錄給余英時的信，這封信的內容無從得

知。但根據當時的情況，信中很可能接續1970年和余英時在美國的見面，涉

及後者返回香港擔任新亞校長一事了。

根據上引唐君毅《日記》，在8月他和余英時的四次會面中，兩次都有中大

歷史系主任孫國棟（1922-2013）參加。這進一步表明，當時他們談論的話題，

已經有可能涉及新亞繼任校長一事。之所以如此推斷，是因為接任校長最初

考慮的人選，正是孫國棟。不過，孫國棟在書院內部並未被接受。而作為新

亞三位首屆畢業生之一，且當時已經成為哈佛大學正教授的余英時，在中大

那樣一所仍然偏重留洋背景和英文能力的學府3，顯然各方面都是出類拔

萃、深孚眾望的。

對於這件事情，余英時後來在《余英時談話錄》（以下簡稱《談話錄》，引

用只註頁碼）4回憶說：

那時候錢穆先生已經去了台北，我回去看到的老師是唐君毅先生、吳俊升

先生。他們就談到讓我回去當新亞書院校長。他們知道我的興趣不在行

政，當時想把新亞書院校長傳給歷史系的主任，也是我的朋友孫國棟先

生。但是當時孫國棟先生還不能馬上接任，資格還是淺一點，希望我代兩

年，再傳給他。在這個條件之下，我才答應回來。（《談話錄》，頁42-43）

孫國棟比余英時大八歲，但是1955年始入錢穆門下，比余英時晚入門五年，

加之學術成績較余英時遜色，所以余英時說他「資格還是淺一點」，並無不

妥。因為「資格」、「資歷」從來就不只是單純關乎年齡。

1971年這一次余英時初返新亞的時候，恰逢劉述先也由他任教的南伊利

諾大學休假一年，到新亞擔任講師。兩人之前在美國早已經見過面，彼此相

識5。對於當時余英時在新亞的情況，劉述先曾經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這樣

寫道：「我在新亞的時候，正好余英時兄來訪。面對錢先生、唐先生等老師，

他的態度十分謙抑。他做了一次演講，提出清初思想轉往經學有學術內部的

原因的說法，只謂這是對前輩意見的一個小小的補正。」6

1971年8月，錢穆人在台北。這一點上引余英時的回憶也有提到。所以， 

劉述先此處「面對錢先生」的話應該是誤記了。但是，「面對唐先生」的話倒是

可以和唐君毅《日記》以及余英時的回憶相互印證。此外，對於唐君毅8月23日 

日記中「下午余英時講演」這句話，劉述先的回憶也能起到補充的作用。所謂

「提出清初思想轉往經學有學術內部的原因的說法」，應該就是余英時講演的

內容，也是其〈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那篇文章的主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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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着上引的那句話之後，劉述先還從親耳所聞者的角度，記錄了頗能

反映余英時內心世界的一句話。他說：「新亞招待我們兩家去落馬洲，眺望大

陸，影影綽綽可以看到解放軍的活動。神州大地就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即。我

記得那時英時兄講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我們的心永遠在那一邊！』這道盡

了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內心感受的心酸。」8劉述先之所以特別記下余英

時的這句話9，顯然因為它可以說同樣是他自己的心聲。惟其如此，「道盡了

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內心感受的心酸」這句情見乎辭的話，也才會見之於

劉述先的筆端。

8月在和余英時的幾次晤面中，唐君毅很可能和余英時談了請其返回新亞

擔任校長一事。不過，要到10月，此事才出現在唐君毅的《日記》之中。那

時，余英時已經返回美國了。唐君毅1971年10月8日和9日兩天的日記是這

樣寫的：

八日 晴 上午月會，我講沈燕謀先生生平十餘分鐘，覆余英時一函

談請其任校長事。

九日 晴 上午上課二時，中午梅貽寶約與吳士選、沈亦珍共談余英

時任校長事，晚標點文。（《日記》，下冊，頁194）

從10月8日「覆余英時一函談請其任校長事」的語氣來看，可以斷定唐君

毅之前曾和他談過此事。而由「覆函」之語，也可知10月余英時已經離開了新

亞。錢穆離任新亞校長之後，第二任校長是吳俊升（字士選），任期是1965年

7月至1969年6月；第三任校長是沈亦珍，任期是1969年7月至1970年8月；

梅貽寶則是第四任校長，任期是1970年9月至1973年6月。因此，唐君毅10月

9日「梅貽寶約與吳士選、沈亦珍共談余英時任校長事」的記錄，足見此事至 

少在新亞管理層方面已經基本確定，不再只是唐君毅的個人想法了。事實

上，余英時1973年7月正式到任之時，梅貽寶便從校長的位子上退了下來，

顯然是事先商定的結果。這一點，余英時自己也回憶說，「一九七三年，我到

香港，新亞書院剛搬到馬料水，就是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我的前任新

亞書院校長是梅貽寶先生。梅先生是老資格了，七十多歲，從美國退休了，

做了兩年校長。本來還可以長做，因為我去的關係，他就早退了」（《談話

錄》，頁44）。

由上可見，余英時接任新亞校長事，1971年10月在新亞管理層已經達成

共識。但是，由於當時新亞屬於中大的一部分，還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官方程序 

才算正式確定。這一系列的程序是在1972年完成的。對此，唐君毅的《日記》

中也有明確的記錄。1972年元旦，他寫道：

一日 晴 上午學生來談，中午大專校教授聚餐。下午睡，覆余英時

一函。（《日記》，下冊，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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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回覆余英時的信有何內容，雖然無從得見，但就上述的歷史背景而言，

余英時接任校長一事，必定是其主要的內容。果然，在接下來的2月10日，

此事便正式進入了操作的程序。唐君毅這樣寫道：

十日 晴 上午上課一時，學務會報，中午研究所同仁聚餐，餐後開

會，又過海開董事會、校長遴選會，決定請余英時擔任校長，晚校對文

四時，今日為我六十三歲生日，略備果蔬祭祖。（《日記》，下冊，頁202）

從這裏的記錄來看，既然已經「開董事會、校長遴選會，決定請余英時擔任校

長」，余英時接任校長事至此正式確定。此日恰好是唐君毅六十三歲的生日。

不過，事情似乎還沒有全部結束。因為在5月12日的日記中，唐君毅又

有如下的記錄：

十二日 陰 上午研究所會，討論研究所一九七四後四年計劃，下午

開教務會議、校務會議，接受並討論余英時任校長事。（《日記》，下冊，

頁208）

由此看來，1972年余英時就任新亞校長的官方程序包括兩個環節：2月10日

這天，應當是最重要的官方環節，此事在新亞董事會和中大校方的層面獲得

了最終的正式認可；而5月12日這天，應當是在書院的層面確認此事。這裏

所謂「校務會議」，當指新亞的校務會議。從「接受」的字眼來看，余英時任校

長事已經在中大校方走完了程序，只待書院方面「接受」。從「討論」的字眼來

看，對於「接受」與否，書院最後仍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但由於之前進行了長

期和充分的準備工作，書院內部管理層已經獲得共識，「討論」只具有程序上

的形式意義，而「接受」校方通過的正式決議，才是這一環節在程序上的實質

內容。6月8日，唐君毅曾有一函致余英時（《日記》，下冊，頁209），應當是

在校方正式的公函之外，以私人身份將結果告知余英時。這也是中國傳統文

化中人事往來的常見做法。

總之，從1970年甚至之前開始醞釀，到1971年余英時返回新亞和唐君毅

當面商談，余英時接任母校校長一事，在1972年終於正式敲定。這件事的促

成，可以說唐君毅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如所周知，新亞三位創校元老是

錢穆、唐君毅和張丕介，首任校長是錢穆，於1965年引退，張丕介1970年辭

世，因此，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新亞資格最老、最有影響力的無疑是唐君

毅。雖然他並未繼任校長一職，但錢穆之後的幾任校長，包括吳俊升、沈亦

珍和梅貽寶，在新亞的影響力顯然是不能和唐君毅相提並論的。可以說，錢

穆之後，唐君毅實際上已經成為新亞的精神領袖。也因此，余英時繼任校長

一事，可以說是唐君毅一手促成的bk。這不僅是因為余英時是新亞的首屆畢

業生，當時在美國取得了崇高的學術地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在於

余英時對作為師長的唐君毅的態度。無論是唐君毅訪美期間余英時的盛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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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還是余英時返回新亞之後對待唐君毅仍以師生之禮相待，用劉述先的觀

察來說便是「十分謙抑」，不能不使唐君毅在考慮新亞校長人選時首先會想到

余英時。不過，從余英時接任之後，兩人的交往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不再是簡單的師生關係了。

1972年8、9兩個月，余英時仍在新亞。在8月29日、9月9日和9月13日

三天的日記中，唐君毅都有提到余英時：

〔8月〕廿九日 晴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閱佛經，並改寫論禪宗文千餘

字，余英時、孫國棟來談。

〔9月〕九日 晴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余英時在研究所所會講話bl。

〔9月〕十三日 晴 上午上課二時，下午閱Bergman書，晚約商學院理

學院同事十餘人在家便飯與余英時晤談。（《日記》，下冊，頁216）

從這裏的敍述尤其是「余英時在研究所所會講話」的記錄可見，他在8、9月已

經進入了準備接任校長的狀態。不過，他當時是向哈佛告假兩年，履行返回

新亞服務的承諾，並未打算長期擔任校長。

對於1971至1972這兩年間有關接任書院校長一事，余英時自己說得很 

清楚：

一九七一年我去新亞書院接頭，一九七二年才決定，我回到哈佛大

學才知道有兩年的期限，過了兩年就得辭職了。於是，我向哈佛大學請

假兩年，不拿薪水。當時哈佛還很客氣，後來哈佛就比較嚴格，只能請

一年假了。（《談話錄》，頁43）

因為我離開新亞書院的時候，跟他們有口頭約定，他們送我去哈佛

大學念書，我應該回來服務兩年。這個約定到十六年以後才實現了。我

把這個債還了，為學校工作兩年。當時我說得很清楚：我不會長期做新

亞書院校長。（《談話錄》，頁43）

我接任新亞書院校長，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過渡。雖然他們認為我

過渡一下也許會長期做下去，實際上我的心思很定。（《談話錄》，頁42）

從「一九七一年我去新亞書院接頭」的話來看，也可推知此事在1971年之前已

有頭緒，否則談不上「接頭」。但是，余英時不僅一開始就沒有打算長期擔任

行政職務，後來李卓敏曾經不止一次表示希望余英時能夠接任大學校長一

職，余英時也回絕了（《談話錄》，頁53）bm。如果他長期從事行政工作，恐怕

會和唐君毅一樣，學術工作不免受到影響。而要想學術與行政兩邊兼顧的

話，就難免給自己帶來身心上的巨大耗損。對此，余英時具有高度的自覺。

他說：「權力對我毫無意義，我做了兩年新亞書院校長，自知與性情不合，便

斷了搞行政的念頭。那時候我才四十幾歲，若把學問丟掉，處理人事，那是

捨己之長，用己之短，浪費我的真生命。」（《談話錄》，頁62）

c199-202306028.indd   121c199-202306028.indd   121 27/9/2023   下午3:3127/9/2023   下午3:31



122	 學人往事

雖然余英時1972年已經決定接受新亞校長的職位，並進入準備狀態，但

他正式接任，則要到1973年7月。在唐君毅1973年7月的日記之中，有關余

英時的記錄就有六條：

十六日 晴 上午擬參加中日學會論文稿大綱。下午至中大開會，晚

約余英時、孫國棟晚飯。

十九日 陰 上午行政會報，覆張鍾元一函，中午與梅貽寶、余英時

同午餐談校中事，下午許濤來談教育文化基金事。

廿一日 晴 將昨文寫提要二千字，下午睡，晚校中宴余英時。

廿五日 晴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校文，與王道太太一函，晚校中宴

梅、余二校長。

廿七日 晴 上午至中大口試學生至下午五時歸，晚余英時來談。

廿八日 晴 覆Barnical一函，下午送梅貽寶去台，與余英時、吳士

選、李祖法共商校中事並同晚餐。（《日記》，下冊，頁234）

7月16日唐君毅「約余英時、孫國棟晚飯」，應該是唐君毅個人給余英時接風

洗塵，孫國棟作陪。19日中午「與梅貽寶、余英時同午餐談校中事」，25日晚

宴稱「梅、余二校長」，則說明梅貽寶和余英時已在交接狀態，余英時即將正

式接任新亞校長。27日「晚余英時來談」，以及28日唐君毅「與余英時、吳士

選、李祖法共商校中事並同晚餐」，表明余英時已經進入工作狀態。至於21日

「晚校中宴余英時」，則應該是中大和新亞校方以官方名義對余英時到任的歡

迎宴請。總之，從1973年7月唐君毅日記中關於余英時的頻繁記錄來看，余

英時已經正式開始了他新亞校長的職務。

在1973年7月以後的日記中，唐君毅幾乎每個月都有和余英時往來的記

錄bn。如8月有兩條記錄，其中25日這天，來訪唐君毅的不僅是余英時自己， 

還有余夫人陳淑平。

二日 晴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睡，晚孫國棟、余英時來談。（《日記》，

下冊，頁235）

廿五日 陰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余英時夫婦來。國鈞約晚飯。（《日

記》，下冊，頁236）

10月18日，有余英時請唐君毅午飯的記錄：

十八日 陰 上午上課一時，余英時約午飯，下午至研究所。（《日記》，

下冊，頁241）

11月23和28日這兩天，則有余英時父親余協中的記錄：

廿三日 晴 上午至研究所辦公，余協中來，下午準備明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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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日 晴 上午閱Kneale書六七十頁，下午再閱數十頁，晚約余協

中父子等及新亞同仁晚餐。（《日記》，下冊，頁243）

而到了12月，又有兩條關於余英時的記錄：

二日 晴 上午參加研究所及文學院講演會，由余英時講演，下午閱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論 Infinity及Continuum Principle之二節。

（《日記》，下冊，頁243）

五日 晴 補前日文四千餘字，晚與李祖法、吳士選、余英時共談校

中事。（《日記》，下冊，頁244）

12月2日余英時的講演，由書院的研究所和文學院聯合舉辦，是「中國文

化講座」的第二講，余英時的講題是「史學、史家與時代」。5日晚唐君毅和余

英時「共談校中事」，則恐怕是余英時1973年就任新亞校長以來和唐君毅交往

過程中最為常見的狀態了。而由以上唐君毅《日記》的記錄可見，在1973年，

兩人的交往不限於公事，還有私人的往來。並且，雙方的家人也有交往。可

以說，唐君毅和余英時在這一年的相處應該是相當愉快的。這裏的關鍵在

於：一方面，余英時接任一事，幾乎是唐君毅一手促成，這當然說明唐君毅

對余英時是既信任也看重的；另一方面，余英時最終接受這一職位，既是出

於他對母校的感情，也意味着對作為師長的唐君毅的大力支持。

不過，余英時擔任新亞校長不久，就立刻被推到了書院改制的風口浪

尖。上篇已經提及，自從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一道成立了

聯合制的中大，無論是港英政府的現實考慮，還是大學運營的實際需要，從

聯合制向單一制的轉變就已埋下伏筆、蓄勢待發。而余英時之所以被推到風

口浪尖，就在於他接任新亞校長不久，適逢新亞校長輪值擔任中大副校長；

而當時李卓敏又將負責改制一事交到余英時的手上。這一點，余英時晚年回

憶時講得很清楚，他說：「當年新亞、崇基、聯合的校長是輪流做香港中文大

學副校長，一九七三年正好輪到我當副校長。如果不是因為當副校長，學校

改革的事情就不會搞到我頭上。」（《談話錄》，頁47）

如何理解新亞改制風波以及唐君毅和余英時因此事而產生的分歧，後文

會有專門的討論，這裏還是先對兩人的交往進行歷史的重建，以便為盡可能

客觀和平情的理解提供必需的穩固基礎。

余英時到任的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在唐君毅《日記》的2月、3月、 

5月、6月和8月這五個月中，各有一次的記錄，分別如下：

〔2月〕廿一日 晴 上午上課一時，中午與余英時、嚴耕望、全漢昇、

孫國棟共商研究所事，下午校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重辨文。（《日記》，下

冊，頁249）

〔3月〕十九日 陰 上午上課二時，下午與余英時、孫國棟、全漢昇談

研究所事。（《日記》，下冊，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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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廿三日 晴 上午在家休息，下午新亞教育文化會及新亞董事

會。與孫國棟、余英時同晚飯談校中事。（《日記》，下冊，頁254）

〔6月〕十一日 晴 上午寫信二封，並至研究所。下午與沈亦珍、吳士

選、李祖法、余英時同商吳士選所擬致教育部函，言新亞研究所將改隸

新亞教育文化公司之函。並同晚飯談校中事。（《日記》，下冊，頁256）

〔8月〕十六日 晴 終日校文，余英時約晚飯。（《日記》，下冊，頁260）

在這五個月的五條記錄裏，前四次中儘管也有吃飯（後兩次），但四次都是「談

校事」或「談所事」的。唯有最後一次只記了吃飯，並沒有談事情的記錄。事實

上，在整部唐君毅的《日記》中，除了1977年11月，也就是唐君毅臨終前三個

月，記錄了余英時曾經去探病之外，1974年8月16日這一天余英時約唐君毅

吃飯，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並吃飯了。

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5月，唐君毅和牟宗三（1905-1995）雙雙正式從中

大退休bo。改制一事，按理說已經與唐君毅無關。但是，唐君毅畢竟是新亞

創校人之一。如前所述，尤其在1965年創校校長錢穆引退之後，唐君毅一直

是新亞的精神領袖。因此，儘管他已退休，改制一事仍與其息息相關。而由

上引唐君毅《日記》可見，余英時在唐君毅退休之後仍與其商議校事。此外，

新亞研究所7月脫離中大，獨立運作。上引唐君毅6月11日所謂「新亞研究所

將改隸新亞教育文化公司」，說的正是新亞研究所脫離中大一事。而其時余英

時仍然參與其事，說明他並未因改制事與唐君毅決裂。8月16日他約請唐君毅

晚飯，也顯示了他對唐君毅最大程度的誠意和尊重。《日記》中未再記錄兩人

談及校事、所事，應當是因為改制大局已定，而新亞研究所脫離中大，也意

味着唐君毅所代表的新亞元老，只能以這種方式保留他們的意見了。

1974年9月5日，唐君毅寫道：「五日 晴 上午擬研究所文化講座計劃，

下午至沙田與劉述先談招待Barnical事，參加APC會，此為我在中文大學之最

後一次會議。」（《日記》，下冊，頁262）這裏所謂「我在中文大學之最後一次會

議」，與其說是事實陳述，不如說是情緒表達，因為他並未真的從此不再參加

任何中大會議。例如，10月28日記載：「廿八日 晴 上午至研究所辦公，下午

新亞校長遴選委員會開會。」（《日記》，下冊，頁267）這裏「新亞校長遴選委員

會開會」顯然並非和中大無關的會議。同時，由此也可以看到，余英時並未打

算留任，而是去意已決。因此，新亞在10月已經開始考慮下一年余英時去職之

後的校長人選了。事實上，改制風波讓余英時身心俱疲，他甚至在任期未滿之

時已有辭職的打算。只是辭職於事無補，眾人勸說，他才勉強留任至期滿而已。

唐君毅晚年除了上述種種之外，其身體狀況亦需略加補充說明。1966年 

4月1日，他查出視網膜脫落，此後曾去日本、菲律賓和美國治療多次。1976年

8月11日檢查出肺癌後，更是一直與病魔搏鬥，直至1978年2月去世。唐君毅

患肺癌固然更多與其常年抽煙的習慣有關，但之前的改制風波對其身心也不

能說沒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不過，改制大局已定之後，他便將全副精神轉至

獨立於中大的新亞研究所。1974年9月，他曾特意到台灣解決新亞研究所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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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歷認證事宜bp。1975年4月，則聘請牟宗三、徐復觀和吳俊升為新亞研究

所教授，使得現代新儒學的陣營由中大的新亞書院轉到獨立於中大的新亞研

究所bq。在盡力治療癌症之外，唐君毅又將全副精神放到處理後事尤其是最

後校訂其《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上br。可以說，改制風波雖然對唐君毅

有很大的影響，但事過之後，特別是在檢查出身患癌症之後，唐君毅並未再

對此耿耿於懷，而是一面嘗試各種方法與疾病賽跑，一面全力完成自己平生

的哲學思考。這就是唐君毅的晚年生活。

五　唐君毅和余英時關係的解析

上文對唐君毅和余英時的交往進行了歷史的重建。以此為基礎，文章最

後的部分希望能對兩人之間的關係做出較為全面且合情合理的解析。

（一）師生關係

學界一般都知道余英時有兩位業師，一位是他在新亞求學時期的錢穆，

另一位是他在哈佛求學時期的楊聯陞。當然，在中國文化的世界裏，師生關

係是沒有英文時態意義上的過去式的。對余英時來說，兩位都始終是他的老

師，並不僅僅屬於某一個歷史階段。不過，就「業師」二字的本意來看，唐君

毅也可以說不折不扣是余英時的老師。

正如本文上篇所述，根據《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在新亞求學時期正式

修讀過唐君毅開設的西方哲學史課程。余英時也表示，唐君毅當時在思想上

對他的影響僅次於錢穆；除了錢穆之外，在學術和思想兩方面，唐君毅對他

的啟發是既深且遠的。因此，無論是從修讀過課程這一客觀事實來說，還是

從余英時自己的表述來看，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都毫無疑問是師生的關係。

也正是因此，無論是1978年唐君毅辭世之際余英時所獻的輓聯，還是2008年

唐君毅銅像落成前一年余英時撰寫的銘文，落款處余英時都自稱「門人」bs，

就是自然而然、毫不奇怪的。並且，這也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在余英時的心

目中，他始終是將唐君毅作為老師看待的。雖然余英時明確表示自己未能追

隨唐君毅形上思維的道路，這可以說和他撰寫〈錢穆與新儒家〉是一脈相承

的，但是，余英時從來沒有否認過他和唐君毅之間的師生關係。

這一點雖然非常清楚，但學界以往知者不多，因而特別需要指出。之所

以知者不多，一方面是很多人對於1950至1955年兩人同在新亞的那段歷史並

不熟悉，另一方面多半是受到余英時所撰〈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的影響，認為

錢穆、余英時都是自覺與新儒家劃清界線的。對此，後文會有分析。但這裏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的師生關係這一歷史事實，如此方

可為進一步解析兩人之間的關係奠定基礎。

其實，唐君毅之所以想到請余英時接掌新亞、余英時之所以接受這一職

位，都是首先基於這種師生關係。如前文所說，余英時接任一事可以說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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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毅一手促成的。如果沒有相當的信任和好感，即便余英時如何傑出，唐君

毅也未必會以他作為校長人選。從余英時方面來看，他當時已經是哈佛的正

教授，顯然是楊聯陞在哈佛的接班人，如果不是出於對母校的感情，也未必

就會接受唐君毅和母校的邀請。況且，一個人對母校的感情往往並不是抽象

的，更多地體現在對母校和與自己有關的人物特別是老師的感情上面。那個

時候，錢穆早已離開了新亞。如果余英時對母校的感情只繫於錢穆一人，他

也不會欣然接受。就此而言，可以得出結論：至少在改制風波之前，唐君毅

和余英時兩人之間的感情，雖然未必能達到錢穆、楊聯陞和余英時之間那樣

的程度，但應該還是很好的。無論是唐君毅訪美期間余英時的盛情接待，還

是余英時1971年初返新亞訪問時對唐君毅「十分謙抑」的態度，均可為證。

新亞改制一事，對兩人之間的關係不能不說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事件中

站在支持改制一方的劉述先，曾經有這樣的回憶bt：

英時兄對新亞的利益大力維護，中大改制，校產方面新亞貢獻得最少，

人員方面新亞裁剪得也最少。英時兄有一次滿帶淒苦之情向我埋怨說，

我們在前線打仗，不想背後卻挨刀子，那樣的痛苦實不足為外人道。英

時兄任滿，新亞在九龍樂宮樓開歡送宴會。我坐在另一桌，快散席時我

過去問他，車上有沒有空位可以帶我回中大。淑平嫂說，今晚他喝多

了，不能與他談事情了。我說我沒有什麼要緊事，就另外找了一位同事

帶我回家。第二天才聽到，原來英時兄是坐國棟兄的車赴宴的。出來之

後國棟兄要去停車場取車，英時兄喝了四大杯白蘭地，被風一吹，酒湧

上來，他撐不住，坐在路邊，悲從中來，不禁痛哭失聲。幸好當時沒有

記者在場，否則可成了大新聞。上了國棟兄的車之後，在途中吐了出

來，還說了句俏皮話：「現在可都還給你們了。」

從這裏劉述先所記的故事來看，當時余英時倍感委屈的心情躍然紙上。所

以，1975年余英時卸任離去，實在可以說是一種解脫。余英時離任之際，劉

述先可以是新亞校長的繼任人選，但他也堅決拒絕了接任校長的可能ck。

不過，1978年唐君毅去世時，余英時敬獻了一副輓聯，內容如下cl：

當年哀花果飄零，道本同歸，仁為己任；

百世重人文教化，我豈異趣，久而自傷。

敬獻輓聯這一行為本身，便表明余英時並未因之前改制一事而與唐君毅決

裂。事實上，上篇已經提及，就在改制事後不久，1977年11月余英時赴港接

受中大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便曾和唐君毅的弟子唐端正一道，專程看

望病中的唐君毅。前文未及的是，此事《談話錄》未記具體時間，但唐君毅

1977年11月6日日記載：「六日 晴 校讀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唐端正、

余英時來。」（《日記》，下冊，頁349）由此可知，余英時所記1977年看望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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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的具體日期在11月6日。這是在唐君毅生命結束的前三個月，應該也是余

英時最後一次和唐君毅見面了。這次探望和次年唐君毅去世時敬獻輓聯一

樣，當然也意味着余英時並未因改制一事而耿耿於懷。

有一個古今中外的經驗事實：被與自己不相干的人誤解，往往並不會產

生委屈之感，而愈是被自己信任和有感情的人誤解，產生的委屈往往愈是強

烈。據《余英時訪問記》，對於當時改制一事，余英時有如下的敍述cm：

我在新亞改制出問題時，徐復觀是很支持我的。他特別打電話告訴我：

他們在背後算計你了，你要小心了。唐先生在背後找學生來算計你了。

後來我告訴唐先生，唐先生問：誰說的？我說消息來源我不能告訴你。

徐復觀叫我不能辭職，一辭職就上當了。其實我是想辭職的，但是一時

也走不掉。後來事情過了。我繼續做到年底完了就走了，因為那時只剩

幾個月了，我的契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契約，新亞董事會也不好意思讓

我走。總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學改革的事情上，徐復觀了解得比較客

觀。他認為他們把我當敵人看待是不公平的。他也知道我想給新亞維持

一個獨立的地位，但是跟他們的想法不一樣，這中間有誤會。他對我有

同情。他是新亞研究所的研究員，跟唐先生在一塊，知道唐先生背後找

學生貼我的大字報。

這段話雖然是說徐復觀的，卻也透露了當時改制風波的情況。這裏恐怕確有

誤會，因為據唐君毅的學生回憶，貼大字報攻擊余英時，多是他們情緒激動

之下的自發行為，並非唐君毅的授意；相反，唐君毅還特別叮囑他們要對作

為師輩的余英時表示尊重。例如，劉國強曾說：「改制的時候，學生中，我是

寫多篇反對文章的一位，但沒有一篇是君毅師要我寫的，並不像一些人以為

的是君毅師在鼓動學生。」cn劉伍華則說：「唐師雖因中大改制之事而跟某些

人士意見不合，但他從來未有就私人方面攻擊這些人；反之，他曾對我說：

『這些人在中大仍算是你的老師，在事上可以據理跟他們力爭，但就輩分及關

係上仍當對他們尊敬。』」co

但無論如何，當時彼此之間的誤會還是產生了。所以晚年余英時說：「我

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年，主要壓力是來自新亞老人，因為老人覺得他們的方式

是最好的方式。最好不要動了。」（《談話錄》，頁55）這樣看來，余英時給唐

君毅的輓聯中「百世重人文教化，我豈異趣，久而自傷」這句話，可以說正是

其心情的流露。「久而自傷」一語，不能不說包含着基於委屈的傷感。至於「我

豈異趣」一語，固然是心迹的表白，即告訴唐君毅自己並未與之「異趣」，而是

「同道」；並且，可想而知的是，余英時的這種表白在改制事件中一定以各種形

式向唐君毅傳達過無數次。但與此同時，這句話中所包含的委屈之情，也是

溢於筆端，筆者如今讀到都不免感同身受。

就改制一事來說，在余英時看來，既要新亞作為中大的組成部分得到港

英政府的全額資助，又要新亞完全獨立運作，不受中大校方的管束，這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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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現的。對此，余英時回憶說：「唐君毅先生也不是自私。他有一個理想，

跟自己的意志是連在一起的。所以，他不能受殖民地政府的支配，要盡量完

全獨立：政府最好給錢，我怎麼辦這個學校完全是我的責任。這個是做不到

的。」（《談話錄》，頁50）此外，唐君毅1974年5月已經正式退休，而余英時

不論作為中大副校長、改制小組組長還是新亞校長，無論按照常理還是就其

實際行政工作的繁忙來說，都不可能事無鉅細直接再向唐君毅個人匯報。這

種情況下兩人之間的溝通出現問題，引起彼此之間的誤解，也是完全可以想

像的。正如余英時晚年自己所說：「後來，唐先生也不來找我了，本來他應該

找我。如果真有問題應該找我商量。我做校長不能事事去向他們請示，那做

什麼校長呢？沒有獨立性，我的性格做不到這一點。我有什麼事情都報告給

董事會，也沒有半點隱瞞。我把我們的意圖表明：希望保持相對的獨立，同

時跟香港政府取得諒解。」（《談話錄》，頁50-51）

事實上，余英時領導的改制小組制定的方案，還是盡可能為新亞爭取較

大的自主權。所以最後港英政府也沒有採納改制小組提供的方案，而是另起

爐灶，最終以立法的方式確立了完全單一制的組織結構，從此書院僅具有分

配學生宿舍等生活方面的職能，無論在人事、財務乃至教學方面的權力，都

被大學校方拿走了。

關於新亞改制風波的來龍去脈，以往相關的文字已有不少cp。本文既無

需重複考察此事，所要分析的重點也不在於這件事本身，而是此事對唐君毅

和余英時兩人關係造成的影響。由以上分析可見，當時被部分新亞人士視為

大叛徒的余英時cq，其心中委屈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從1977年11月余英時

專程去探視病中的唐君毅，到1978年2月唐君毅逝世時余英時敬獻輓聯，再

到2008年為次年在中大落成的唐君毅銅像撰寫銘文，稱讚唐君毅「風雨如晦，

花果飄零，神州哲理猶能續慧命於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cr，尤其是晚年肯

定新亞求學期間唐君毅對自己的影響僅次於錢穆，都足以表明余英時固然承

受了誤解和委屈，卻並未因改制風波而在感情上斷絕與唐君毅的關係。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余英時與唐君毅有師生的名分，兩人之間的關係比

余英時和牟宗三、徐復觀要密切，那麼為甚麼牟、徐兩位辭世之際，余英時

都撰寫了紀念文章cs，而唐君毅辭世之際，余英時只有輓聯卻無文章呢？對

此，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唐君毅去世時，新亞改制事件剛過去不久，余英時

如果要寫專門的紀念文字，改制一事恐怕是無法迴避的。但此事無論對唐君

毅還是余英時來說，都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憾事，尤其難免會勾起余英時心

中的委屈之情。因此，余英時敬獻輓聯之外，不再撰寫紀念文字，正是他心

存厚道、不欲讓昔日的遺憾再度泛起的表現。事實上，即使刻意不再回首往

事，以保持對唐君毅作為師長的敬意，由前文對於輓聯的分析可見，余英時

內心的複雜情感，在其輓聯中也難免有所流露。

如前所述，唐君毅在改制已成定局之後，也不再糾結此事，轉而全力經

營獨立的新亞研究所；在獲悉身患絕症之後，更是將精力放在料理後事和校

訂書稿之事上。至於唐君毅在1977年11月6日的日記中專門記錄了余英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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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望這件事，無疑表明他對余英時已不再心存芥蒂。此外，在整部唐君毅

的《日記》中，也未見他因改制一事而對余英時有多少批評。

總而言之，由於新亞改制的風波，使得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原本完全相

互信任的師生關係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未免遺憾。但是，這並未導致兩人關

係的破裂。進一步來說，如果將兩人之間的關係放到一個更大的脈絡與背景

之中，從文化立場與價值認同的角度予以觀察和分析，對於他們之間的關係， 

當會有更為全面和恰當的理解。

（二）文化立場與價值認同

余英時在1991年發表〈錢穆與新儒家〉，引起海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ct。

究竟應該如何解讀這篇文章？尤其是如何由該文涉及的問題理解唐君毅和余

英時的關係？恰恰需要從文化立場與價值認同這樣一個更大的視角去觀察，

方可有恰當的回答。

余英時撰寫〈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的目的，是要將錢穆與唐君毅、牟宗三

所代表的「新儒家」劃清界線，同時也意味着自己不願被納入新儒家的陣營。

不過，早在余英時撰寫此文之前，1986年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七五」規劃在

將「現代新儒學思潮」確定為重點研究項目之一時，不但將錢穆包括在內，也

將余英時作為其中之一。這說明在廣大的中國知識界看來，錢穆和余英時不

僅學術思想的主要領域和貢獻在儒學，其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也是儒家的。

就此而言，他們和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以哲學為專業的新儒家並無根

本的不同。而在余英時的文章發表之後，劉述先更是從這一角度詳細論證：

無論從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來看，還是就學術思想的主要領域和貢獻而言，

錢穆都可以被稱為「新儒家」dk。劉述先不僅根據當時一直在新亞求學的陳特

的親證，指出1958年錢穆與唐君毅在新亞同舟共濟、情誼甚篤，彼此尚未有

不融洽，更找到張君勱邀請錢穆聯署〈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錢

穆婉拒的原始信函，證明錢穆當時自陳與張君勱、唐君毅和牟宗三彼此論旨

「十符其九」、「臭味相近，識者豈所不知？」dl不能不說，無論是於理還是於

據，劉述先的論證都是非常有力的。

這裏的關鍵在於，余英時將錢穆劃出新儒家之外，其標準並不基於文化

立場和價值認同。然而，判斷是否「新儒家」，本應根據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

來加以界定。就此而言，非但錢穆，余英時本人也當之無愧可以說是「新儒

家」。他之所以既將錢穆劃出新儒家之外，自己也不接受新儒家的稱號，其實

是因為不屑於和那些在他看來品行不足以當「儒家」之名者為伍。對此，有一

次筆者曾當面向他請教：「余先生，您不願接受新儒家的稱號，是不是並不是

因為您不認同儒家的基本價值和文化立場，而是不願意和個別以新儒家名號

相標榜而品行不足以當之的人為伍呢？」他應聲而答曰：「當然。」當時的情景

至今仍歷歷在目。因此，如果從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來判斷的話，錢穆和余

英時都無疑可當「新儒家」之名。對於余英時在〈錢穆與新儒家〉中將「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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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狹義的熊十力一派，劉述先回應說：「如取狹義，那我也不是新儒家。

如取廣義，不只我不否認自己是新儒家，就是英時兄，儘管在主觀上抗拒這

一稱號，就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肯定而言，也有充分的理由被稱作新儒家」，

「由這個觀點着眼，錢先生與英時兄都是當代新儒家的中堅人物。儘管英時兄

不喜歡這樣的稱號，套一句大陸流行的用語來說，只怕這不是個人的主觀意

志可以轉移之事」dm。這一理解，恐怕是很多人都會認同和接受的。

事實上，余英時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他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對新儒

家的不滿，更多地並不是指向熊十力、唐君毅和牟宗三這些所謂第一、二代

新儒家。他曾不止一次親口說唐君毅和牟宗三是有真信仰的人，並一再稱讚

牟宗三「瀟灑、率真」。牟宗三1995年4月12日去世翌日，劉述先便收到余英

時一封傳真的信函。其中，余英時這樣寫道dn：

弟能為新儒家作一「諍友」，亦未嘗不好。前文未說新儒家的正面貢獻並

不表示弟存純否定的態度。⋯⋯驚悉牟先生逝世，弟聞訊後甚為悲愴。

回想唐、牟諸先生自1949年以來之苦心宣揚並發揮儒學，為中國文化留

一線命脈，其精神之可敬佩，人所共見，弟亦何能視若無睹。弟於牟先

生之淡泊自甘、胸際如光風霽月，一向很敬重，此兄所素知。牟先生既

逝，老成凋謝已盡，此下恐再難復觀此等可敬愛的典型人物矣。

這段話寫得情真意切，發自肺腑，絕非敷衍客套之詞。而「此下恐再難復觀此

等可敬愛的典型人物矣」一句，既表達了余英時對牟宗三辭世的傷感之情，無

形中也流露出他對牟宗三之後新儒家人物的某種看法。至於余英時自己一生

所做的工作，單單就其卷帙浩繁的那些著作而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何

嘗不可以說同樣是「為中國文化留一線命脈」呢？

筆者之所以不嫌費詞要討論余英時撰寫〈錢穆與新儒家〉的相關意義，關

鍵是要指出一點：要分析和理解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的關係，除了充分掌握

兩人之間的交往之外，還要把他們的關係放在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這一更大

的脈絡之中和背景之下予以觀察和分析。如此才能不至於一葉障目，被一時

一地的事件所限。

而如果從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來看的話，借用余英時自己常用的一句

話，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完全可以說是「所異不勝其同」的。他在給唐君毅的

輓聯中所謂「道本同歸」的正說以及「我豈異趣」的反問，昭告世人的不正是他

們兩人本是「同道」嗎？在這個意義上，對於唐君毅和余英時一生的關係，新

亞改制風波所造成的誤會和遺憾，不過是一個短暫和小小的插曲。從大處着

眼的話，就「1949年以來之苦心宣揚並發揮儒學，為中國文化留一線命脈」來

說，余英時絕不僅僅是唐君毅等新儒家的「諍友」，更可以說是同氣連枝、並

肩作戰的「戰友」。

唐君毅和余英時畢生念茲在茲的，都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交匯與激盪中一

面吸收西方文化的優良成份，一面立足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在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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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批判與吸收的過程中，使中國在步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同時，保有並發揚傳

統文化中值得向世人推薦的精神價值。就此而言，在中國「浴火重生」這一至今

仍處在進行時的歷史過程中，雖然唐君毅和余英時各具風采，但又何嘗不可以

說他們和錢穆一樣，堪稱「一生為故國招魂」的中華士人呢？在為唐君毅銅像所

寫的銘文最後，余英時所謂「明道救世，上承前哲；肫肫其仁，垂範後昆」do，

固然是對唐君毅的描述；而在余英時也已駕鶴西去的今天，從我們後輩的角度

來看，這句話不也可以說正是余英時自己的寫照嗎？薪火相傳，不絕如縷。唐

君毅和余英時，正是中西文明交匯大道上的兩位行路人和引路人。（本期續完）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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