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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1931年，一位32岁的年轻
人带着家人来到青岛，住进了今
日的一多楼，在这座海滨城市一
呆就是5年。五年间，他不经常逛
海水浴场，也不常去中山公园，他
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立青大（后
来的国立山大）校园里，课堂上自
己编写讲义讲授古典文学，课堂
外笔耕不辍写下大量研究成果。
在校园里，他与学生结下浓厚的
师生情，离开时学生赠予“教导有
方”的银盾；他与闻一多、萧涤非、
老舍关系甚密，常常一起探讨文
学；他曾发现清朝兵营的石碑，曾
与黑夜作伴苦研楚辞，留给女儿
坚实的背影，他就是游国恩。本
期，我们关注国立山大教授游国
恩先生，感受他身上独特的挚友
情、师生情和父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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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
子在《逍遥游》中的名言，也是游国恩先生教
导晚辈时常常引用的。“他常把做学问比作盖
房子，如基础不广阔坚实，不仅窄小而且容易
倒塌”，游国恩的女儿游宝谅回忆父亲时如是
说。游国恩被认为是天才，因为他四岁时开始
读书识字，11岁就熟读了经、史、子类和《古文
辞类纂》等书，许多篇章烂熟于心，以至于以
后讲课都不用备课，信手拈来。不过，天才与
扎实的功底并不是必然的联系，将二者集合
在他身上的是他一生难忘的人：祖父。

祖父严厉，天资聪慧

1899年农历三月初八，游国恩出生在
被称为“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江西临川
县（今抚州市）带湖村。游国恩的祖父名叫
游士桢，字元次，是前清秀才。虽然祖父尚
学，但父亲游本修走的是太祖父游溶川的
经商之路。母亲黄氏生有三儿三女，游国恩
排行第二，有一姐姐游桂兰在上。游桂兰的
儿子喻镇一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外祖父“游
本修从事经商，由于人勤奋和精明，使一家人
的生计并不困难”。
游国恩降生后，祖父对他寄予厚望。不到
三岁时，就教他识字，偏偏游国恩聪敏好学，
记忆力强，深得祖父的疼爱。“在祖父长达7
年的严格督教下，每天除了读书背书外，还要

练习写字、对‘对子’、写文章等。这些基本功
训练为他日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深
厚的基础，同时，祖父勤奋、认真和严谨的作
风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宝谅在父
亲年谱中说。即使在传统节日里也要完成
当日课程，这种硬灌古文的旧式教育枯燥
而又痛苦，但游国恩的聪慧天资，让他完成
得并不困难。在老家还流传下来这样一种
说法：游国恩只有六七岁的时候，跟祖父去
参加一些婚礼、葬礼，看到一些写得精彩的
对联，回到家以后就能一字不漏地背给祖父
听，过目不忘，在乡间颇有名气。
11岁那年，祖父送他到离家三五里地
的水凉寺读私塾，几年后，转入小学。1915
年，小学毕业后，游国恩考入临川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游国恩奉父
母之命与陈辅恩结婚。“婚后感情甚笃”，有
诗为证：“六十年前赋好逑，远游助我解离
忧。世间伉俪应难比，辛苦相怜到白头”
（1977年夫人80岁生日时，游国恩口占《赠
内》诗一首）。成家则立业，1919年下半年
起，他去在瑶湖乡立小学任教。
1920年，虽然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好，父
亲仍然支持他进京赶考，当年8月游国恩
考入北大中文系预科，两年后，他正式成为
北大中文系的一员。此时，江苏海门陆府的
陆公子陆侃如也升入本班。
游国恩秉承祖父的教诲，认真做学术研
究，先后发表了不少关于楚辞的文章，让同学

陆侃如刮目相看，很快，两人成为要好的同
学，一起讨论学问，在浩瀚的古典文学中擦出
火花，“极攻错观摩之乐”。以至于毕业离别之
时“都感到有些惆怅和惜别的情绪”（陆侃如
为游国恩《楚辞概论》所写的序）。

不负期望，绽放光芒

初生牛犊，游国恩很快绽放光芒。先后
发表了《司马相如评传》、《楚辞的起源》、
《吊屈原》、撰写专著《楚辞概论》、《离骚研
究》等。如此多的论著，在学生时期完成，可
见游国恩先生未曾辜负祖父的教诲，笔耕
不辍。1926年，北大毕业后，没有亲故后援，
游国恩带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和丰硕的研
究成果，回到家乡，重操旧业，先后在临川中
学、南昌第一女子中学、南昌第一中学任教
员，从此再未放下教鞭，三尺讲台上，游先生
的风采让众多学子终生难忘。
就在这一年，15万字的《楚辞概论》一
书由北新书局出版。陆侃如为此书写了序
言，称此书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
作”。此书犹如一声惊雷，引起学术界的巨
大反响。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局再版，就连
郭沫若、鲁迅等都对它推崇有加，郭沫若认
为游国恩对“离骚”的解释堪称一大发明，
鲁迅还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中
将其列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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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经年，屡承垂问，私心感慰，曷可言
状……”1933年7月2日，在北京的闻一多先
生致信在青岛的游国恩，可见即使分隔两地，
两人常有往来。闻一多与游国恩的相识是基
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同时也颇有戏剧性。前
面我们提到，《楚辞概论》的出版如一石激起
千层浪，引起业界的轰动。1929年，远在武汉
的闻一多看了以后拍案叫绝，得知游国恩毕
业于北京大学，“闻先生与在北大工作的胡适
取得联系，让胡适联系我父亲问可否聘请他
为武汉大学特约讲师”，游宝谅告诉记者。

与闻一多住楼上楼下

游国恩欣然接受了这种志同道合的
推荐，决定到武汉大学任教。1929年，游国
恩来到祖父的病榻前，告诉他：“现在要去
武汉大学教书啦！”本科毕业能够取得大学
的教师资格，这在当时是不小的荣耀，相信
祖父是欣慰的，孙儿没有辜负他多年的培
养。30岁的游国恩正意气风发，站在大学
讲台上，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楚辞，编写了
《中国文学史纲要》《楚辞研究》《国文讲义》
（与刘赜合作）等教材。他和闻一多经常在
一起交流、讨论文学，友情愈加浓厚。
一年之后，由于校内派系之争，闻一多

决定辞去职务。是年夏天，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杨振声以“尝鲜”的方式将闻一多和梁实秋招

到青岛，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在国立青大的闻一多没有忘记游国恩，
1931年，他力邀好友来青岛任教。游国恩没有
犹豫，便在祖父（1930年去世）灵前告别，带着
妻儿辗转来到青岛。根据闻一多的许诺，以讲
师的名义、教授的工资待遇，安排他们一家住
在自己的楼下，今日的海大校园一多楼内。游
国恩在忙碌于教室和自家书房之间。在课堂
上，他讲授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楚辞、唐宋
以降文、古代文艺故事等。课堂外，他继续自
己的古典文学研究。不时地，会与楼上的闻一
多一起讨论《楚辞》和《诗经》，往往至深夜。如
果有点空闲时光，游国恩在校园内散步，“校
园背后是青岛山，山上有南、北两座炮台，校
舍正是炮台的兵营。而游国恩在学校的建筑
中，意外发现了一块清朝建兵营的石碑，便拂
去尘土，抄录全文，发表在《国立山东大学周
刊》上”，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说。
和在武汉大学一样，游国恩和闻一多

同事的时间仅为一年，1932年，因为学生运
动，闻一多辞去了在国立青大的职务，回到
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失去挚友的两人此后
四年间，频繁通信，讨论学问，互寄文稿。两
人的友谊并没有被地域和时代所阻隔，
1943年，到西南联大任教的游国恩还曾“在
闻一多家围炉谈诗”，直至1946年6月底，
游国恩回江西探亲，在站台上顺手购得一
份报纸，闻一多先生遇害的消息让他如五
雷轰顶，“当即打电报给尚未离开昆明的大

女儿游珏和女婿马汉麟，嘱他们前去探望，
尽量安慰闻师母，并代表他参加闻先生的
殡礼”。1978年6月，游国恩拄着拐杖告诉
学生刘烜，“他准备系统回忆和闻先生的交
往，以纪念闻先生诞生八十周年”，而就在
一个多星期之后的6月23日早晨10时，游
国恩先生病逝，对老友的承诺，尚未完成。

与罗常培成就佳话

当然，闻一多不是游国恩先生唯一
的朋友。1932年，国立青大改名为国立山
东大学，游国恩任教授。在青岛，和他往
来频繁的朋友还有同事老舍，以及萧涤
非先生。早在北大读书时，游国恩便是浅
草社的一员，来到青岛，“他见到了在《浅
草》上发表《痛苦》等诗的章铁民”，鲁海
先生说，章铁民当时在市立中学教书。
1933年暑假，游国恩的师哥罗常培来

到青岛，两人的相识促成了罗常培的一项最
新研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据游宝谅在年
谱中称，“罗先生见到先生时，问‘贵处’，先生
答以‘临川’。罗先生对方言特别敏感，立刻从
先生的乡音中提出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方言
特点，触发了他研究临川方言的兴趣。他希
望先生抽出几天时间来让他记录其乡音。
先生答应了他的请求”。而后罗常培写成了
《临川音系》一书，这段经历堪称一段佳话。

1926年，北大毕业照。

1942年，在云南照全家福。1957年7月，再来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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