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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年5月14日，我国古典文学大

师李嘉言先生（1934中文）百年诞辰学术

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行，为此我们专辟版

面，以介绍这位清华早期校友的经历和学

术贡献。

李嘉言（1911-05-14—1967-10-14），

字泽民，又字慎予，河南武陟人。1930年

8月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

号1190。系这时期清华中国文学会重要成

员，先后担任庶务、会计、出版部主任等

职，并任该学会会刊《清华中国文学会月

刊》、《文学月刊》编辑，《清华周刊》

编辑。1933年2月，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

自治会代表，参加了15日晚在一院本届学

生自治会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被选举为

学生自治会出版股成员；当选为文学会总

务。在校期间，与本级外文系何凤元、施

闳诰、武崇汉组织了创作小组“融社”，

定期学习、讨论研究中、外文学作品。

李嘉言担任中国文学会出版主任时，

着手《文学月刊》第三卷主编事务，中国

文学会同仁戏称其为“李主编”。李嘉言

为此殚精竭虑、孜孜以求，曾多次登门

求教清华及燕京大学各位教授名师，并去

函各地师友征稿。除征得中国文学会成员

7人诗文10篇外，并征得好友吴晗(历史

系)、何凤元(外文系)论文、小说各一；

本人贡献一诗《神秘》、一文《为<长吉

生平的考证>质王礼锡君》。这是现查知

的嘉言先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又征得马叙

伦、杨树达先生杂文一篇，刘文典先生语

文知识文章一篇，俞平伯先生《古槐梦

遇》(杂感九则)，浦江清先生诗《冬之郊

原》。并函征得他在河南大学读预科时的

老师缪钺先生《鲍明远年谱》。另征得陈

寅恪、商承祚、俞平伯先生论文各一篇转

《清华周刊》发表。

他在校期间发表诗、词二十多首，

见于《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文学

月刊》、《清华周刊》和《清华年刊》

(1932)、郑振铎先生主编之《文学季刊》

上。在校期间，从陈寅恪学考据、佛经翻

译文学；从刘文典学诸子和校勘；从杨树

达学国文法、古文字、修辞及汉书；从朱

自清学“李贺”；从俞平伯学词学；从郑

振铎学小说史；从刘盼遂学文字学；从王

力学音韵学。1932年9月后主要从闻一多

学考据、诗经、楚辞、唐诗。这期间曾专

从马叙伦先生学唐宋文。

1933年4月12日，李嘉言同室挚友李

峻之病故。李嘉言与吴晗及河南同乡会、

历史学会共同发起为李峻之募捐共126

元，其中梅贻琦、冯友兰、蒋廷黻各10

元，吴祖襄(组缃)、李戏鱼各5元，李嘉

言、吴晗各6元。当时清华大学学生餐费

是每月7元。还在清华同方部举行“李峻

之追悼会”，到会百余人，历史系主任蒋

古典文学研究家李嘉言
〇豫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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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黻致悼词，李嘉言介绍其生平事迹。李

嘉言与吴晗整理出版了《李峻之遗著》，

顾颉刚题签，冯友兰序，李嘉言作小传，

吴晗跋。

李峻之，河南南召人，1926年与李嘉

言在河南大学(当时中州大学)预科同学，

并一起参加进步革命活动。峻之1928年3

月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一年半，同时李嘉言

被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指定为共青团开封

市委负责人，该年底亦两次被捕入狱，受

酷刑而不屈。1929年9月二人同时出狱。

1930年8月李嘉言考入清华中文系，受嘉

言信函往还影响，峻之1931年8月以优异

成绩插班考入清华历史系六级，与同时插

班考入清华的吴晗同班，且相交甚密。嘉

言与峻之感情很深，入校后二人同居四院

342室。李峻之是清华大学校友，在河南

大学时参加革命活动，其事略多淹没，史

存无多。

1934年3月至5月，李嘉言选修朱自清

先生“李贺”课。每周两次读书报告，完

成作业《昌谷诗笺》三万余字，朱自清先

生批注数十条。其考证之功力深得朱自清

先生称赞，认为其博学。1934年2月，李

嘉言全力准备毕业论文《韩愈复古运动的

新探索》及其他多篇论文写作，但仍关心

时局，积极参与进步活动，2月19日同级

同学章汉(时任中共北平西郊区负责人，

九级)被捕，李嘉言积极与同学参与营救

活动，与李一清、吴晗、何凤元、翁文波

等同学发起为章汉募捐，共募得208．90

元，梅校长、沈履、赵忠尧、周培源、朱

自清、吴晗、李嘉言均捐款。

毕业前，李嘉言选修陈寅恪先生“佛

经翻译文学”课，对禅宗的兴趣引起对

《坛经》版本的研究兴趣。1934年4月，

日本学者铃木大作赠给胡适一本加了解说

的《兴圣寺本》，胡适也撰写出《坛经考

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一稿。此

《兴圣寺本》资料国内拥有者很少，胡适

的论文亦未发表。李嘉言由于与李峻之、

吴晗的特殊关系，曾与吴晗同访胡适先

生，并获此信息。由此去函胡适先生说明

自己研究意向，请求借阅《兴圣寺本》，

胡适即慨然将此影印本连同铃木解说一册

及自己论文手稿一并寄给李嘉言，李嘉言

得以完成论文《六祖坛经德异刊本之发

现》，刊于《清华学报》十卷二期(1935

年4月)，此文发表深受陈寅恪先生赞赏。

1934年6月，李嘉言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毕业论文为《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

刊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二卷六期。

1934年8月，至保定育德中学任高中

国文教员，同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清华同

学王香毓、李文瀛、万家宝(曹禺)、武鸿

钧。1935年8月，由朱自清、闻一多等先

生议定报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议，被聘为

清华中国文学系助教。

1937年10月中旬，李嘉言到长沙临时

大学，一直在韭菜园圣经学校临时大学校

本部乙楼，与王力先生同室办公，任大一

国文读本及写作课。1938年2月参加临大

赴滇步行团，任步行旅行团辅导教师。步

行期间与闻一多先生、许维遹先生朝夕相

处。3月26日至贵州盘县炉山，闻一多、

李嘉言与当地苗族头人联系，组织了一次规

模较大的汉苗联欢晚会。4月28日抵昆明，

一直在联大任大一国文读本及写作课。

1940年9月—1941年9月，在西南联大

叙永分校任教一年。1941年8月被聘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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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系教员，9月返昆明西南联大。清

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由中文系主任闻

一多先生定为第一批驻所研究人员，主要

从闻一多先生研究唐诗，完成专著《贾岛

年谱》，发表于1941年10月《清华学报》

13卷2期，并获1944年教育部学术审议会

(陈寅恪等主持)学术创作二等奖，朱自清

来信示贺。

1942年春夏河南大灾。嘉言先生孤悬

边陲已五年，欲返乡省亲，但四千里关山

阻隔，盘缠无措，就拜托时任西南联大中

文系主任的罗常培先生介绍，推荐给黎锦

熙先生，得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

副教授，方由西北师院预支川资，于7月

12日辞别母校，携妻挈子四千里西行，两

越秦岭，至兰州任教。初到西师授“文学

史”课，后开“楚辞研究”课。

1943年，西师学生革命运动高涨。在

党支部领导下，以党员为核心的进步师生

组织了秘密的进步组织“山阳读书会”，

1944年春开办“北辰书店”，创

办进步刊物《新地》、《读书月

报》，李嘉言出任《新地》发行

人。1946年，李嘉言与同事李化

方教授组织进步师生成立“时事

讨论会”，定期学习讨论马列主

义、毛泽东著作，公开宣传共产

主义。1947年春，此组织受反动

当局注意，被列入了黑名单。进

步学生得确切消息，通知李嘉言

让其暂避，因此，1947年暑假李

嘉言回乡省亲，由阎振兴介绍受

聘为河南大学教授。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

放，嘉言先生不愿随姚从吾长校

之旧河南大学南逃，辞去教职，回到家乡

武陟进入解放区。1949年2月—10月，由

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李浴源，清华同级

同学)介绍到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学习，被

指定为学委会研究部长。1949年4月迁入

北京马大人胡同。

1949年10月1日，随华北大学参加开

国大典。10月6日，嵇文甫受河南省政府

主席吴芝圃之托，请嘉言回新河大主持国

文系建系及教学工作。嘉言本欲俟华大毕

业留京任教，而毅然返豫任职。初为校报

《学习与生活》编辑，后被任命为国文组

长、二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以后一直任

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任该校

科委副主任。这期间两次承担国家级重大

科研课题和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国文学史

教材《中国文学》的编写任务。

1960年以后，中华书局委托其主持

《全唐诗》改编工作，完成《全唐诗重

出失注索引》、《全唐诗单失注重出索

长沙临时大学赴滇步行团抵达昆明，西南联大常委等
与步行团辅导教师合影。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
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中排左1为李
嘉言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64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6辑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沈同（1911—1992），江苏吴江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教育家。

来伊色佳已一年矣，皓月几满，当在

中秋前一二日。

几时才没有灾民，几时才没有外侮，

几时圆圆的月儿照着尽是快乐的人？                                         

    ——Semptember 17， 金，1937
华北沦亡，淞沪抗战，国家民族生命

危在此刻矣！

         ——August 30, 月，1937
国军仍守住吴江。祝念母亲弟妹平

安。又念千万同胞已遭难，对于生命一念

已由“个人生死”扩展至“民族生死”，

有时念及全人类。

       ——November 18, 木，1937
以上三段文字皆摘自父亲沈同1937年

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的日记，这本日记

至今仍保存在康奈尔大学的Olin图书馆。

父亲沈同1929年由苏州中学考入清华

大学生物系，1933年毕业后留在清华作助

教，1936年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康奈

尔大学研究院，师从生物化学教授梅乃德

（L.A.Maynard），从事动物营养学方面

的学习和研究。父亲留学期间的后两年住

在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商徒生（Dwight 
Sanderson）家里，与他们一家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商徒生教

读史料忆父亲沈同
〇沈  还

沈
同
学
长

引》、《全唐诗注重出实不重出作品索

引》、《首句索引》等资料性副产品多

种，发表于《开封师范学院学报》。

“文革”中李嘉言遭受迫害，于1967

年10月14日去世。1979年1月，河南省

委、河南大学(当时开封师范学院)党委予

以平反昭雪。

李嘉言生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

南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省文联委

员、《文学遗产》编委。1951年加入民

盟，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出

版的专著有《贾岛年谱》(1947商务印书

馆)、《古诗初探》(1957、1958上海古典

文学出版社)、《岑诗系年》(1956《文学

遗产增刊三辑》)。去世后出版的遗著有

《长江集新校》(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河南大学出版社)、《李嘉言古典文

学论文集》(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先

秦文学述论•汉魏六朝文学史》(2010河南

大学出版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