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骨文学家胡厚宣执教齐鲁大学
□许志杰

受老师顾颉刚邀约

执教齐大

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早期有
“甲骨四堂”之说，“四堂”即罗振
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
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随着
甲骨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
涌现出许多优秀学者，因而后来
在“四堂”之外又加了“一宣”，称
之为“四堂一宣”。这里的”宣“，指
的就是胡厚宣。

胡厚宣1911年12月生于河北
省望都县，自幼天资聪颖、成绩名
列前茅。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培
德中学，有幸成为当时在该校任
教的著名历史学家缪钺的学生。
为表彰胡厚宣的卓越业绩，培德
中学设立专项资金，供他考入大
学六年的学费之用。胡厚宣不负
众望，考入北大预科，两年后升入
北大史学系。

1934年胡厚宣从北大毕业
后，跟随李济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他先后三次参加了殷墟侯家庄殷
代王陵区遗址发掘，协助董作宾
编纂《殷墟文字甲编》等重要文
献。

1939年9月，历史学家顾颉刚
接受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邀请，出
任内迁成都华西坝的齐大国学研
究所主任。顾颉刚到齐鲁大学后广
罗国学研究英才，其中包括钱穆和
他在北大时的学生胡厚宣。

1940年夏天，胡厚宣辗转来
到成都，被聘为齐大国学研究所
研究员，同时兼任文学院教授。齐
大回到济南后，胡厚宣改任历史
社会学系主任，他在国学研究所
讲甲骨学，为本科生授课商周史、
考古学通论。

胡厚宣之所以非常痛快地答
应顾颉刚之约，除了老师盛情难
违，还因为顾颉刚曾跟他说过：

“齐鲁大学有明义士所藏甲骨需
要整理。”

胡厚宣回忆说：“齐鲁大学规
模不大，教职员工两百人左右，学
生不过千。国学研究所的地址在
成都北郊一座地主庄园赖家新院
子。所长由齐大校长兼任，主任为
顾颉刚先生。研究所人数至多时
只二三十人。“

胡厚宣执教齐大六年半，期
间齐鲁大学换了三位校长，起初
是刘世传，他治校有方，在职七年
多，成为齐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校
长。接替他的是汤吉禾，两年后吴
克明出任校长。校长频繁更迭，导
致齐鲁大学校教学研究计划时有
中断，师资力量难以加强。顾颉刚
曾经离开齐鲁大学，不久后重新
回校，但没过多长时间，顾颉刚再
次离开齐鲁大学。钱穆来到齐鲁
大学后，也于1944年离校，胡厚宣
一直坚持在齐大，成为国学研究
所顶梁之柱。

胡厚宣进入齐大时，钱穆已
经到校任教，从此师生二人朝夕

相处，无话不谈。
由师生关系成为同事，胡厚宣

对钱穆先生的尊重与喜爱一如在
北大读书时，二人时常一起逛小
茶馆。胡厚宣回忆说：“当地习俗
有茶馆中吸竹筒烟、洗脚，有大铜
茶壶……其间与钱先生谈天，几
无所不谈，非常爽快……”

在齐大国学所

甲骨学研究成果丰硕

胡厚宣曾经几次提到，他到
齐大国学研究所有一个心愿，就
是想亲眼看到加拿大籍考古学家
明义士所藏甲骨，并期待能在此
做深入研究。

明义士是加拿大传教士詹姆
斯·梅隆的汉名，1910年被派往中
国豫北地区传教，后住在安阳。安
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王朝国
都所在地，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浓
厚兴趣，并得地利之便，他收罗到

不少甲骨、铜器等文物。
1932年到1936年，明义士受聘

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考古学教授，
兼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
爆发前，他回到加拿大，因战事未
能再返回中国，留下大批包括甲骨
在内的文物，这就是顾颉刚所说

“齐鲁大学有明义士所藏甲骨”。
明义士离开齐大之前，将部

分甲骨委托他人代管，秘不示人，
因此胡厚宣未得面识。胡厚宣并
未因此放弃对甲骨学的研究，在
齐大六年半多的时间里，他先后
发表了十六篇相关文章，出版了

《甲骨学商史论丛》。胡厚宣说：
“我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亦在编
印《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

《论丛》四集九本，第一本出版后
获得了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的
科学发明奖，奖金八千元。”

《甲骨学商史论丛》被历史学
家徐中舒先生誉为“甲骨学划期
之学者”，也有“这一学科空前的
金字塔式的论文集”之盛赞。日本
学者更是将胡厚宣“与王国维、董
作宾先生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之
一”。顾颉刚为该书题诗：“忽地黄
昏起异军，凤雏才调信超群。一声
裂帛惊天下，燕赵悲歌今又闻。”

1943年胡厚宣所作《殷人疾
病考》一文，是我国古代医学研究
史上公认的开山之作和重要文
献。《殷人疾病考》根据可见甲骨
文，考证出殷代时人的疾病共有
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
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
儿、传染诸科”。著名学者杨树达
看见此文，很快写出了《读胡厚宣
君殷人疾病考》，予以推介，有关
研究文章至今不绝。

1944年胡厚宣发表了《卜辞
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更是无所不
论，从殷商农业的环境、区域、管
理、技术、礼俗到产品，展开论述，
最后得出结论：“农业者，乃殷代
主要产业，已极为进步发达。论者
以殷代为田猎游牧或原始之雏形
农业社会者殊非也。”

这一观点与“甲骨四堂”之一

的“鼎堂”郭沫若在《卜辞中的古
代社会》一书中认为的“在以石为
耕器的殷代的农业当然还不甚发
达”相悖。后来郭沫若对此有所检
讨，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书中改为认同胡厚宣的观点。

胡厚宣治学严谨，对于资料
的搜集整理与运用从不含糊，他
在《甲骨学商史论丛》自序中说：

“念研治甲骨，倘欲免断章取义，
穿凿附会之嫌，则所见材料必多。
于是乃发奋搜集所有国内外公私
已否著录之材料，先做一总结之
研究。”正是因为有如此扎实的史
料基础，使这位甲骨学研究的后
起之秀奋起直追，成为名副其实
的甲骨学研究大师级学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厚宣与
齐大师生一起回到齐鲁大学济南
校本部。胡厚宣想看明义士所藏
甲骨，但因其藏在秘不示人之处，
需要明义士回信授权。遗憾的是，
翌年秋，胡厚宣到北京、天津等地
寻访甲骨，因津浦铁路中断，无法
回校。他只得乘飞机到上海，择机
由沪返济，终未能如愿。胡厚宣在
齐鲁大学的教书、研究工作止步
于此，时间超过六年半。

新中国成立后，胡厚宣先后
在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从
事历史与甲骨学的教学研究工
作。他担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
时，曾多次到济南指导山东的甲
骨学研究编纂工作，并亲自为《山
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一
书作序。在序中，胡厚宣忆起在齐
鲁大学六年半的教书生涯，充满
了感怀与深情。

更让胡厚宣兴奋的是，他终
于在山东博物馆看到了明义士所
藏甲骨，并将其中的548片以墨拓
的形式入选《甲骨文合集》，实现
了他多年前的愿望。

1995年4月16日，胡厚宣先生
走完自己84年的人生之路，在北
京逝世。一世学术，一代宗师，“甲
骨四堂一宣”，定格在历史长河
中。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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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学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的黄
崖山寨，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民
间学术组织太谷学派北宗的大本
营，一个半世纪前太谷学派北宗
领袖张积中在此被逼自杀。近日
在对黄崖山寨的探访中，笔者意
外发现了失踪六十多年的张积中
手书“采药径”刻石，此刻石堪称
太古学派研究的重要历史物证。

张积中是江苏仪征人，在游
历扬州期间，他遇到太谷学派创
始人周星垣，遂拜在太谷门下，成
为太谷学派第二代嫡系传人。

清咸丰六年，太平军逼近扬
州，张积中为避兵乱，兼承师嘱

“传道于北”的重任，举家北迁，先
是前往济南，后辗转寓居博山、长
清马山等地，后又迁居中黄崖村。

黄崖庄分北黄崖、中黄崖、南
黄崖三个自然村，清末北黄崖归长
清县管辖，中黄崖和南黄崖归肥城

县管辖。三黄崖交通封闭，环境优
美，张积中到此后，产生终老其地
的念头，于是广招学生。为安全起
见，张积中号召学生在庄南的黄崖
山上广筑寨墙。

据《肥城县志》记载，寨内有
房屋一千二百余间，可容纳数千
人居住。后来，因风传太谷学派与

农民起义军有瓜葛，张积中苦心
经营十余年的山寨，被清政府付
之一炬，两千余人惨遭杀戮，他也
在清军围剿中被逼自杀，这就是
清末震惊朝野的“黄崖教案”。

对此，官方记录与民间传说
毁誉参半，黄崖太谷研究也渐渐
成了一门独特的学术课题。

笔者搜集了不少黄崖教案的
相关资料，曾多次实地考察。站在
黄崖山寨，触目皆是倾圮的寨墙、
倒塌的房屋，除了石屋、石墙，瓦砾
都很少见。在黄崖山寨上，唯一有
文字的东西是血案发生后，太谷弟
子为死难者所立的“男枯骨”残碑。

张积中遗著《张氏遗书》后面
附有黄崖胜迹名录，计38处。黄崖
教案发生前，泰安人、进士汪宝树
曾游历黄崖山寨，在所著《黄崖游
记》中提到，咏归台、采药径等所谓
的黄崖胜迹，皆有张积中书题墨
宝，现在咏归台上部坍塌，题名刻
石也不知去向。1957年，尹承源先生
应济南史学分会委托，前往黄崖山
寨搜集史料，他曾亲眼目睹张积中
所题“采药径”刻石。我曾循尹先生
所述碑碣位置，却不见碑碣踪影。

近日，我再次来到黄崖山寨，
并直奔咏归台遗址而去，穿梭几
个来回后，看到一个类似石阶的
长方形条石，外观打凿规整，我随

手折了一截荆棵树枝，用它剔了
剔条石下面的泥土，伸手一摸，感
觉石面尤为光滑，直觉这应是一
方刻石，但两手之力，实在掀不动
条石加以证实，只好作罢。

几日后，我和友人再奔黄崖山
寨。这一次，我们用镐除掉条石下
的泥土，最后用撬棍将条石翻了过
来，拂去上面的泥土，碑面上“采药
径”三个草书阴刻大字赫然呈现眼
前！题名落款处为“白石”二字，字
旁“白石山人”（张积中字号）印章
亦清清楚楚。经测量，碑长139 . 5厘
米、高63.5厘米、厚23厘米。

早在1991年10月，张积中遗址
(黄崖山寨)就被长清县政府公布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发现的张积
中手迹“采药径”刻石堪称珍贵文
物，对研究太古学派北派领袖张积
中的治学及思想意义重大。此刻石
的发现处，还为研究考证采药径和
咏归台的原始位置提供了参照。

(本文作者为长清文史学者)

长清黄崖山寨张积中“采药径”刻石

1940年，甲骨文学家胡厚宣接受老师顾颉刚之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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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厚宣

张积中“采药径”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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