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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 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

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

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清华学校时期来校讲学、著书，清华校训“自

强不息 厚德载物”即源自其 1914 年以“君子”为主题的讲演。1925 年起任

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

王力（1900 － 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语言学家、教育家，中国

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1926 年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学习，后赴法国留

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被聘为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长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幅集句对联背后的师生情谊
本刊特约记者   吴霜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1926 年，在考场上从容不迫

地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后，青年

学子王力被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

为研究生。

清华国学研究院专修国学，

学制一年，以倡导“中西融会、

古今贯通”为学术特色，培养“以

著述为毕生事业者”和“各种学

校之国学教师”（《研究院章程》，

1925 年 3 月 6 日校务会通过），

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的高

等学术机构，也是 20 世纪 20 年

代最重要的国学研究机构。自

1925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至 1929

年 6 月停办，在它短暂存续的四

年时间里，共培养出四届 68 名学

生，他们毕业后大多活跃在我国

教育、学术、文化领域，为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殚精竭虑，

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

作出了突出贡献，王力就是其中

一位佼佼者，被誉为中国近百年

来最杰出的语言学家。

作为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

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王力却有幸

得到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

陈寅恪四大导师的指导。国学院

坚守着“治学与做人并重”的理念，

形成了尊师重道的好传统。也许

从那时起，清华国学院的师生氛

围，便开始深深影响着王力的成

长。朝夕相处中，王力从国学大

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学问，还有

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守正创

新的治学方法。

梁启超是清末具有革新精神

的大学者，也是王力最敬爱的老

师。他在国学院主讲的课程有《中

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宋

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

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

学》《东西交通史》《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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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门。他教授中国史课时，每

当讲到中国历代兴衰变幻，便表

现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使学

生深受感染和鼓舞。

梁启超时常勉励学生“把做

人的基础先打定”，“科学不但

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

人格修养的工具”，他总结自己

对于做人与治学的两种观点，就

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

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做

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造成一

种适应新潮的国学”（1927年《梁

先生北海谈话记》）。他崇尚传

统的师生关系，老师和学生之间

可以一起研究学问，更可以一起

谈人生、论世事。

王力与老师梁启超的交往，

正是如此自然而真诚。

王力钦佩梁启超的学问，喜

读他的诗文，所以常爱到老师家

中谈论诗文，聆听老师的教诲。

晚年的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时，

正值其妻子病逝、爱子远行，加

上列强侵略，内战频仍，他情绪

抑郁，常做“集句对联”以消苦

闷，后来竟然集成了二三百幅之

多。集句对联，即从各个诗词中

找出一些句子，再合辑成一幅对

联。恰好王力也有集联的雅兴，

一次，他在老师家看集联，老师

问他：“这些集联，你喜欢哪幅?”

王力手指其中一联，请老师书赠。

梁启超即时挥毫，一气呵成，赠

予王力。这首集联就是：

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

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

在集联右上侧，有上款“了

一仁弟乞写旧所集词句”，其中“了

一”是王力的字，“旧所集词句”

指出这幅联的内容是以前所集的

集词联；左下侧有下款“丁卯暮

春月既望”，指丁卯年农历三月

十六日，即公历1927年4月 17日，

署名“梁启超”。上下正联中间，

还各有一行小字，是梁启超注明

这幅对联选自三位词人的四句词：

“人在画桥西”，选自向子諲的

《临江仙》；“冷香飞上诗句”，

选自姜白石的《念奴娇》；“酒

醒明月下”，选自姜白石的《玲

珑四犯》；“梦魂欲渡苍茫”，

选自吴梦窗的《高阳台》。

查向子諲的《临江仙》，并

没有“人在画桥西”这句，却在

宋代俞桂的《春归》找到：

晴天气淑浓如酒，引得狂蜂

路亦迷。

独立栏干凝望处，卖花人在

画桥西。

“冷香飞上诗句”，出自姜

白石的《念奴娇》，原文如下：

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

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

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

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

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

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

易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阴，

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

几回沙际归路？

“酒醒明月下”，选自姜白

石《玲珑四犯》的下阙：

明扬州柳垂官路，有轻盈换

马，端正窥户。酒醒明月下，梦

逐潮声去。文章信美知何用，漫

赢得、天涯羁旅。教说与。春来

1927 年梁启超赠予王力的集句对联

（王力亲属捐赠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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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寻花伴侣。

“梦魂欲渡苍茫”，在宋代

周密《高阳台》( 寄越中诸友 ) 中：

小雨分江，残寒迷浦，春容

浅入蒹葭。雪霁空城，燕归何处

人家。梦魂欲渡苍茫去，怕梦轻、

还被愁遮。感流年，夜汐东还，

冷照西斜。萋萋望极王孙草，认

云中烟树，鸥外春沙。白发青山，

可怜相对苍华。归鸿自趁潮回去，

笑倦游、犹是天涯。问东风，先

到垂杨，后到梅花。

吴梦窗在另一首《高阳台》

中，并无“梦魂欲渡苍茫”句。

由此可推测，“人在画桥西”和

“梦魂欲渡苍茫”这两句的出处，

是梁启超记错了，也是因他集的

联太多了，混淆也在情理之中。

这幅集句对联，有160cm长，

是梁启超书法作品中难得一见的

大尺幅佳作。先生的书法，初宗

唐楷，研习欧阳询，后攻魏碑及

汉代隶书。但因他在文、史、哲

各方面的斐然成就及其政治家的

声明显赫，反而掩盖了他高深的

书法造诣。他的书法具有一种温

和、含蓄而又刚健、遒劲的美感，

楷书兼具魏碑气运，章法自然、

用笔沉着。正如他为学观点一样，

他的书法风格自成一体，浑厚稳

健，融古意、开新风，彰显出自

己独有的个性。

梁启超少年成名，可谓一字

千金。当时王力只不过是他的一

名普通学生，他却欣然为王力书

赠集联，这显示了梁启超对王力

的赏识和关爱，也是清华国学研

究院“师爱生，生尊师”和谐师

生关系的真实写照。这一点，在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历史档案中的

“1927 年国学研究院评定学生成

绩表”中可见。这份名单，是对

国学院学生论作的评定表，由梁

启超负责评定成绩。档案中有注

1927 年国学研究院梁启超评定学生成绩表（表头有注：“有黑

点者为最优”，其中王力的《先秦文法》在“有黑点者”榜上有名）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王力先生的子女王缉志、王缉慈将对联捐赠给清华大学

“有黑点者为优”，而王力当时

的论文《先秦文法》正被老师梁

启超点为优，以此可见，梁启超

作为识才之师，早已对王力的国

学功底有了评论与肯定。

这幅珍贵的集句联书法，多

年来一直挂在王力家客厅的墙上。

很多来访者都曾在这幅对联前与

已然成为语言学大师的王力先生

合影。

2021 年，王力先生的子女王

缉志、王缉慈与清华大学档案馆

取得联系，将这件珍贵的梁启超

手迹捐赠给清华大学，两位宗师

的师生情谊也传为佳话。王缉志、

王缉慈代表弟弟王缉思、王缉宪

表示，这幅书法对联是梁启超先

生赠送父亲王力的墨宝，又是父

亲留给子女最珍贵的传家宝；而

清华大学作为梁启超、王力两代

学人的母校，是这幅墨宝最好的

永久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