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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饶宗颐与天一阁的情缘
记者 陈 青 汤丹文 通讯员 王伊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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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4 年春饶宗颐先生初
访天一阁时鉴赏字画。

②2016年，饶宗颐先生为当
年创立的“天一阁论坛”题名。

③2013年10月，饶宗颐先生
书写“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八个
大字，藏于天一阁。

④《临黄山谷书刘禹锡句》
临写的是山谷狂草“山上层层桃
李花”一段。落款“黄山谷书刘梦
得竹枝词，曩年与程十发同在天
一阁见其原作，选堂并记”。这幅
作品创作于2009年，是饶宗颐先
生不忘天一阁的明证。

⑤2015 年天一阁博物馆馆
长庄立臻和副馆长库金红贺饶
公百岁大寿。 （周建平 摄）

34年前

与宁波仅有的一面之缘

2 月 6 日凌晨，一代国学大师
饶宗颐在香港于睡梦中安然去世，
享年102岁。

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的饶宗
颐先生，其治学之道博大精深，
文、史、哲、艺融会贯通，“业精
六学、才备九能”。在跨越大半个
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研究的领域
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囊括了
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
礼乐学、宗教学等十三个门类。他
出 版 著 作 60 余 部 ， 著 述 3000 万
言，仅 《20 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
就浩浩多达 12 卷，1000 多万字。
同时，他也是位古琴家和书画家。

2014年，饶宗颐先生荣获“全
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与国学
大师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成
为国际公认的汉学大家、一代大
儒。一代“大侠”金庸甚至这样景
仰地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
化沙漠。”

饶宗颐先生是西泠印社第七任
社长，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
学等学校的名誉教授。在他的晚
年，更是成为天一阁博物馆的名誉
馆长，显示了与宁波不一样的情
缘。

但是，饶宗颐先生只来过一次
宁波。1984年春天，年近七旬的饶
宗颐先生到访宁波天一阁、保国
寺、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地。

这显然是一次率性快意之旅。
他和他的亲朋从东南一路游来，在
写给宁波的诗中他特地注明：“时
自雁荡来鄞”。

“作为学者，宁波的天一阁是
他向往已久的地方，在这里，他登
阁、看书、观画，与学界同仁交
流，挥毫泼墨，还为天一阁留下三
首诗，后来收入《江南春集》。”天
一阁博物馆馆长庄立臻说。

当时，饶宗颐先生在时任天一
阁文物保管所所长邱嗣斌的陪同
下，登上了天一阁藏书楼。宁波之
行他留下了 《望四明山》 等 5 首
诗，其中三首留给了天一阁。《登
天一阁》表达了见到天一阁后“失
喜观书”的心情，“失喜观书到羽
陵，榜题体势尚龙腾。芸香千仞凤
凰下，松径万方宾客登。山水有灵
开卷轴，云烟过眼类风烟。剡藤栗
尾敢题句，茧足山中久服膺。”

相关人士回忆说，当时，在天
一阁饶宗颐先生还看了馆藏的陈老
莲的画，黄慎的 《杨柳鹭鸶图》。
在细看了黄庭坚的《刘禹锡竹枝词
卷》 后，他留下 《喜见山谷狂草
竹枝长卷真迹，叹观止矣》 的诗
篇：“百行狂草化龙蛇，淇艳湘累
自一家。黄菊华颠犹气岸，竹枝
佳句是桃花。”另一首 《题嘉兴吴
孟晖编＜淮海长短句＞》 则记录
了在天一阁看到“向所未闻”的

《淮海长短句》 之后的心得：“东
行 万 里 有 情 风 ， 天 与 娉 婷 似 梦
中。芳草危亭多少恨，嘉兴一轶
意何穷。”

可见，饶宗颐先生的一生中对
天一阁是多么的看重和念念不忘。
确实，他最早一次提及天一阁是在
上个世纪的 60 年代。宁波籍收藏
家、也是饶宗颐先生的得意弟子的
郑炜明博士说，当时在由香港大学
出版饶老的 《词集考》一书中，在
谈到苏东坡、黄庭坚的诗歌时，他
就特地指出两人的诗歌在天一阁有
很好的版本。

藏书结缘

欣允担任天一阁名誉馆长

因藏书而结缘，化私为公又使
他与天一阁之缘有了长长的延续。

饶宗颐先生的家族在潮州富甲
一方，家学渊源更是深厚，父亲饶
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

“天啸楼”，他朝夕沉浸于数以十万
计的藏书海洋中。在父亲的悉心栽
培下，饶宗颐先生打下了良好的传
统文化根基，培养出超强的自学能
力，此后成为国学界一位蜚声国际
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

2003年，饶宗颐先生捐出自己
大部分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
颐学术馆。学术馆不仅是一个国学
研究中心，也是全球汉学界学术文
化交流中心。

作为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
藏书楼、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大私
家藏书楼之一，天一阁一直承继着
化私为公的藏书精神。2012 年 12
月，天一阁博物馆与香港大学饶宗
颐学术馆签约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
关系，双方在陈列展示、学术交
流、学者互访、出版物交流、共同
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方面开始了良好
的合作。

此次合作由郑炜明博士促成，
郑博士的祖籍是鄞县。时任天一阁
博 物 馆 副 馆 长 贺 宇 红 回 忆 道 ：

“2011 年初，我接到朋友的电话，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先生
是宁波人，饶宗颐先生在 1984 年
赴宁波天一阁留下行迹和诗作，
有 没 有 可 能 与 天 一 阁 进 一 步 合
作？于是，我同郑博士通过邮件
经 过 了 近 一 年 的 沟 通 ， 终 于 在
2012年底与饶宗颐学术馆谈成初步
合作意向。”

当年 12 月在天一阁昼锦堂举

行的签约仪式上，饶宗颐先生专门
发来贺信，提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访问天一阁一事，对天一阁与能香
港大学合作“非常欣喜”：“八十年
代，我与梁耀明、程十发诸君子访
浙东，江南诸胜，同游之乐，酬唱
之谊，今犹历历在目。久慕天一阁
藏书，时亦有幸造访，印象良深。
时隔近三十年，近闻天一阁博物
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欲开展
学术合作，不胜欣喜，亦感叹这意
想不到的缘分。惜未能亲至，仅致
信以贺。祝贺二馆合作圆满成功，
多出成果，进一步推动浙东与香港
的学术文化交流。”

随之而来的 2013 年是值得大
书一笔的年份，饶宗颐先生在这一
年成为天一阁博物馆的名誉馆长。

6 月，天一阁博物馆和香港大
学饶宗颐学术馆联合主办了“书情
画韵——饶宗颐艺术展”，宁波市
民第一次得以近距离欣赏饶宗颐先
生的书画佳作，同时展出的还有近
30部出版作品和手稿。

前来天一阁参加活动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馆长李焯芬表示，饶老的一生与藏
书楼结下重要缘分，多年学术研究
成就一代宗师。他学问、艺术互
补，写了 80 多年的书法，融汇各
种 字 体 自 成 一 家 ， 被 称 为 “ 饶
体”。他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就
反映出他不凡的艺术成就。他爱画
荷花，又独到地提出了中国山水画

“西北宗”论并参与实践，极大地
拓展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表现领
域。

就在那一次展览期间，时任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的陈佳强
与天一阁同志商议，想请饶公担任
天一阁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对天一
阁的藏书事业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提
供更多的指导。于是将此想法与李
焯芬馆长进行了沟通，李焯芬馆长
当即回答说“这是好事，很有可能
性”。

“没想到第二天，李焯芬馆长
就告诉我们：饶老同意了，他很高
兴能成为天一阁的名誉馆长。饶老
对 学 术 和 文 化 研 究 一 直 非 常 热
心。”庄立臻对笔者透露了饶宗颐
先生成为名誉馆长的起因。

2013 年 10 月，秋高气爽的时
节，“根深叶茂——天一阁馆藏珍
品展开幕典礼暨天一阁名誉馆长聘
任仪式”在香港饶宗颐文化馆举
行。香港饶宗颐文化馆由位于香港
九龙青山道的旧荔枝角医院百年老
建筑群改建而成。作为香港“活化
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项目之一，
是香港政府“为尊崇享有盛名的国
学大师饶宗颐”而专门命名，现在
已成为香港新的文化地标。

望百之年的饶宗颐先生出席了
活动并正式接受聘书，担任天一阁
博物馆名誉馆长。当时有学者评论
此乃“天一阁之幸，宁波文化之
喜”。很少担任此类名誉职务的饶

宗颐先生除了感谢，还极度谦虚地
表示：“对我这个渺小的人，这是
莫大的荣幸。”

当年 10 月至 11 月，天一阁博
物馆的 4位研究馆员在饶宗颐文化
馆举行了 4场系列讲座，向香港市
民介绍天一阁的藏书、书画精品、
地方志和家谱等。年底，天一阁博
物馆又有近10位研究馆员参加了在
香港举行的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

激励后辈

助推天一阁走向世界

饶宗颐先生对宁波、对天一阁
有很深的感情，他多次表示，天一
阁应与西泠印社一样，要拓展视
野，推向国际，走向世界。他专门
为宁波书写的城市形象语“书藏古
今 港通天下”八个大字，至今仍
保存在天一阁。2014年 1月，天一
阁书画艺术院成立时，当时还担任
着西泠印社社长的饶宗颐先生发来
贺信：“天一阁书画院的成立，必
将为吾国文化复兴事业作出大贡献
……日后入库之古今佳作必有更胜
从前者，我谨此为之祝贺。”此
后，天一阁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
馆的学术交流及展览活动愈见深

入。
白发白眉，颜容清癯，却如老

顽童般有趣，百岁老人饶宗颐无论
身处何种场合，说到动情处，总是
眉发伸张，笑声抒怀。在个人自在
的天地里清静达观，身心愉悦，是
他自然长寿之道。2015 年 12 月，
天一阁博物馆庄立臻馆长和库金红
副馆长专程赴港祝贺饶宗颐先生百
岁大寿，送上红围巾和铜火熜，祈
祝饶公健康长寿。“饶公精神非常
好，握手时手劲很大，就像他写的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诗句
一样，慎始敬终，又有悲悯之心。”

2016 年，喜值饶宗颐先生百
岁华诞，又恰逢天一阁建阁 450周
年。由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之
友、饶学研究基金、天一阁博物馆
共同主办，饶宗颐学术馆承办的

“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百岁艺
术展”9 月底在天一阁书画馆开
展，汇集饶宗颐先生晚年创作的
荷 花 绘 画 、 书 法 作 品 近 40 件

（套），展示了他在书画领域的艺术
成就。

饶宗颐先生的荷花素有“饶
荷”之誉，“饶荷”由何而来？香
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邓伟雄
说，饶公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绘
写花卉，以荷花为主，早期笔法接
近石涛。80 年代初，饶公在天津
博物馆得见八大山人的 《河上花
卷》，感慨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
感觉”，自此他开始在荷花的气势
上着力。那次展出的荷花作品，有
纸本水墨，也有金卡重彩；有绢本
纨扇，也有纸本手卷。无论是泼墨
巨画，或是小品荷样，皆倾尽画莲
之技法，笔法、色彩、构图千变万
化。他正是用作品向观众显示其谦
逊儒雅的君子风范和“学艺双携”
的主张，以及不断向前、长流不息
的创作力。

2016 年 12 月，“天一阁论坛”
在宁波举行，国内外学者共议“阳
明思想与世界文明建设”。时任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赵惠峰专
程拜访饶宗颐先生，诚请他担任了
论坛顾问，并为“天一阁论坛”题
名。2017年9月，作为第十五届亚
洲艺术节的重头戏之一，由天一阁
博物馆和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联
合组织的“天一阁论坛”，以“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为主题，
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
地的 60 名专家学者齐聚甬城。这
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一次学
术盛会，通过专家学者的思想碰
撞，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呈现在大
众面前，让中国传统美学在新世纪
绽放更耀眼的光芒。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局长张爱琴亲自到会，并
通过饶公的亲属转达对饶公的感谢
与祝福之情，期待春暖花开之时前
往拜访。

饶宗颐先生化私为公的精神、
对天一阁的看重爱惜之情也激励、
影响着他的学生和家人。2014 年，
郑炜明博士把自己收藏的 133 块家
谱雕版捐赠给天一阁，填补了天一
阁没有家谱雕版的空白。郑炜明
说，这些雕版有的刻于清代道光年
间，有的刻于民国时期，不少是双
面雕刻，是湖南桂阳王氏和湖南临
武彭氏两个家族不断递修家谱的直
接见证。“两年前，我跟天一阁的
朋友聊天，得知天一阁收藏有很多
家谱，却唯独没有家谱雕版，我当
时就表示要把这些家谱雕版捐赠给
天一阁。很高兴我的藏品回到家
乡。”

2017 年，慷慨之举再次来临。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的两位副馆
长邓伟雄 （饶宗颐先生的女婿）、
郑 炜 明 向 天 一 阁 捐 赠 了 100 件

（套） 清代雕版和木活字盘，补上
了天一阁活字收藏的空缺，丰富了
藏书文化系列馆藏内容。12 月，

“雕文镂字·生活——邓伟雄、郑
炜明先生捐赠展”在天一阁书画馆
开幕，宁波市民在展览中得见往昔
的百姓生活。专程赶来参加活动的
郑炜明表示，“邓伟雄先生是香港
有实力的收藏家，我们共事了 15
年，共同的爱好是收藏。藏品就像
我们的儿女一样，年龄到了要把儿
女托付给谁，我首选是家乡。”他
说，他自己个人还将继续捐赠藏
品。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