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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师自言
做学问无师授

业师钱穆宾四先生相
当喜欢《选集》一类的书，
当然也要编选者有眼光有
识见。好选集可让读者得
益多。钱师自言做学问无
师授，乃是从诵读唐宋（韩
愈、欧阳修、王安石）等诸
家古文入门。亦即是说，钱
师颇喜姚鼐的《古文辞类
纂》、曾文正的《经史百家

杂钞》和《十八家诗钞》等选集。他曾
要我从上述选集中先逐家逐家来读，
如有对某几家特别喜爱的，再去找其
全集来读。读诗亦然，亦可先取《十八
家诗钞》逐家读，即使不能全读十八
家，拣十家八家亦可，不求速，不求
多，每天只读三两首即可，如此始可
细味咀嚼而有所得。

钱师早年曾读起，有意想编选上
述一类选集。1947 年时，上海正中书
局委托钱师编选一部书，就是从《四
部备要》中选出一百种古籍，再加以
新标点出版发行，以便国人易读易
藏。

钱师自抗战后期，在从山东迁到
四川的齐鲁大学任教。并在 1944 年
秋至 1946 年夏于四川大学兼课。此
一时期，洪廷彦君在川大于 1944 年
秋曾修读了钱师开的《中国政治制度
史》。抗战胜利后，钱师于 1947 年夏
应聘为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
年 9 月，钱师致函正想找工作的洪廷
彦君。同时并聘请多位青年学者担任
此一百种书的新标点工作。钱师想起
抗战时期跟随他读大学或研究所的
那批青年学子，来参加圈点工作。员
工薪酬及书籍供应由正中书局负责。
钱师先与江南大学章渊若校长商妥，
拨多两间毗邻大学图书馆的房间，作
为上述人员的宿舍。洪廷彦和吴佩兰

（后钱师改名沛澜）为钱师最先邀请
的两位，其他尚有魏宗海、钱树棠、郦
家驹及吴昌汉等多位。

选出一百种古籍
定名《四部选粹》

钱师当初拟选出准备标点的一
百种古籍定名为《四部选粹》。此书单
包括文、史、哲重要典籍，据洪廷彦君
所说，并无佛学书籍入选。不过钱师
曾说：“初步先这样选择。还可再斟
酌。章学诚说：‘年轻时下工夫多读些
书，中年以后杂务干扰，难得有很多
时间专心读书。’你们标点这些书，会
有很大好处，不忙随便写文章。”此后
他们圈点时，遇有疑处，由钱师为之
决定。

同时，为了办好江南大学的文学
院，钱师特别着重要建一良好的图书
馆。章校长亦赞同这提议，遂聘请王

庸（以中）先生担任江南大学图书馆
主任。王庸先生曾在抗战前担任北平
图书馆主任。他熟悉古书版本。钱师
为了方便标点古籍，也安排王庸先生
同住在图书馆的小楼，方便这批年轻
人向他随时请教。

事实上，钱师在香港新亚于九龙
土瓜湾建校时，也特重图书馆，把图
书馆建成差不多有足球场那么大（连
藏书库）。而自己的校长办公室却附
设在教务处内的一角，占地面积 100
多平方英尺而已。因此使美方的文教
基金如雅礼协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等
大受感动。农圃道一期校舍落成后，
接着马上动工天光道的二期校舍。

因火车很挤
钱师空手站到苏州

再说《四部选粹》。要从众多的四
部丛书中拣出来，真不知从何选起。
现在由钱师来精选一百种加以新标
点，作为人人必读书，让爱好中华学
术文化的国人可以节省莫大的时间
与精力，真是功德无量。钱师在参与
创办江南大学时期，全国民间的生
活，普遍十分清苦。

由于江南大学是私人创办，财力
比公立差，教职员薪酬亦较低。因此
王庸馆长在 1948 年秋辞职到无锡国
学专修馆任教，并在某中学兼课以增
加收入。此时期钱师亦有去该馆讲
课。为《四部选粹》做评点工作的几位
青年学者，魏宗海和吴沛澜去了某中
学任教；钱树棠则自 1947 年 10 月起
带着负责标点的《资治通鉴》，去了县
立女中任教。只剩下洪廷彦和郦家驹
两位陪伴着钱师仍在荣巷。洪君又常
为家务事常回南京老家。更糟的是，
正 中 书 局 于 1949 年 1 月 决 定 停 止

《四部选粹》的标点工作，并将全部图
书运回上海。1 月 31 日钱师与洪君同
车离开无锡，因火车很挤，钱师是空
手站着到苏州；洪君则回到上海。同
年 4 月 1 日，钱师应华侨大学王淑陶
校长邀请到广州任教，钱师事先还约
见了洪廷彦君，并为他安排在无锡任
教中学。

可惜没把一百种书单
留下来

钱师应邀到华侨大学还有一段
插曲。本来是早一年王淑陶校长于
1948 年春函邀钱师担任文学院院长
的。钱师亦同意准备赴穗的，但由于
章渊若校长辞职，江大董事会坚决挽
留钱师，笔者见当年钱师致王校长函
谓：“江大坚决挽留，穆为桑梓关系，
又此校新创，本学期校长去职，人事
方面极度不安。穆若匆遽离去，恐对
学校前途有甚不利之影响。只有暂时
勉留，而对尊处则万分负疚，事出无
奈，敢祈谅恕⋯⋯前蒙以文学院长一
席相邀，穆若果南来，谨愿担任课务。
兹既不获如愿，承教之期，急切未能
把握。尊处为穆安排之课务及职名，
万恳另觅替人，以免遗误失约之罪。
如蒙宽宥，一俟下年此间得有交代，
荷不弃绝。当再南来，藉赎内疚，万一
尊处仍盼穆于本期到校者，穆仍当在
此告假，以短期讲课之性质前来，如
何之处，统乞明示。”此后钱师是否在
1948 年 间 前 往 华 侨 大 学 作 短 期 讲
课，已无材料可稽。惟可确知者，则是
钱师确于 1949 年 4 月 1 日离苏州到
穗华大赴任。

很遗憾地，在钱师主持下的《四
部选粹》的新标点工作，竟因经济问
题在工作一年多后停办了。可惜的是
钱师和这五六位青年学者没有把这
一百种书单留下来。吴沛澜只记下了
分派她圈点的《王荆公全集》一种；还
有，钱树棠君则由 1947 年 10 月起负
责标点《资治通鉴》。其他可查的便是
洪廷彦君所记下的 30 余种而已。

关于上述提及六种文学方面的
书，根据钱师在《朱子学提纲》所读到
的，朱子有三大文学名著：便是《诗集
传》、《楚辞集注》与《韩文考异》，除了
前已提及读《诗经》必须依据朱子两种
著作外，则楚辞与韩文亦必须用朱子
的《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无疑。

钱师从汪洋大海般的四部众多古
籍中精选出一百种最具学术文化价值
的书，让研读者省却极大的时间与精
力，那有多好！可惜现在能获知的，大
致有 41 种，只及全部的四成而已。其
他的六成书名，尚有近 60 种，很值得
来推究查找。笔者不揣窃陋，根据钱师
过去著述的或口讲的，从中去搜寻，或
能获得答案。

钱师日常有说：“今日当重通才教
育。宜教学者多读书。”又云：“学者所
亟 需 ，乃 为 先 事 多 读 传 统 性 之 大 著
作。”钱师又有一处提到其为学并无师
授，乃是从读韩（愈）、欧（阳修）文开
始，然后进入做学问之路。又曾谈及读
唐宋八家文中印象最深者阙为王荆公
文，盖王文重学术，当年吴沛澜君被分
配作圈点的便是《王荆公全集》。犹记
得 1960 年时钱师在耶鲁大学讲学时，
曾函告我当读唐宋八家文及曾文正公

《十八家诗钞》以及《曾文正公全集》、
《经史百家杂钞》诸书，则唐宋八家除
韩文已提及外，则可加入：柳宗元《柳
河东集》、欧阳修《欧文忠公集》、王安
石《王荆公全集》、曾巩《元丰类稿》、苏
洵《苏洵文集》、苏轼《东坡文集》、苏辙

《乐城文集》、姚鼐《古文辞类篆》、曾文
正《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经史百家
杂钞》、曾文正《十八家诗钞》。

他最钦佩四位清儒
钱师尝说：“古有《四书》，今应有

《新四书》，《新四书》之何？论语、孟子、
庄子、老子是也。《论》《孟》已包含于

《十三经》之内，则此处可加多《庄子》
与《老子》两书，共达五十三种。顺带一
提，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师得其好友沈
燕谋先生之助，曾在香港出版《庄子纂
笺》一书，此书曾参考历代学者注释

《庄子》达三百家，读《庄子》似宜采用
此本，当然，各随喜好，其他注本亦无
不可。

还有，听钱师多年来的讲课中，他
最钦佩的清儒除前已述及的顾炎武、
章学诚及陈澧三位外，尚有王船山、孙
奇逢、黄宗羲及李颙多位，他对最后四
位更是崇敬有加。他们的著作：王船山
有《船山遗书》、《读通鉴论》，黄宗羲有

《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孙奇逢
《四书近指》、《读易大旨》、《经书近
旨》、《理学宗传》，李颙有《二曲集》、

《四书反身录》。
以上四位清儒的名著共十种，钱

师将之选入《四部选粹》中颇有可能，
则连前已有 63 种之多。

笔 者 再 进 一 步 考 索 推 究 。记 得
1957 年考入新亚研究所时，钱师曾规
定新生必须先自修读毕六种清儒读书
笔记，除《文史通义》、《日知录》及《东
塾读书记》已列入如上。记忆中似尚有
三种，当时曾与同时考入的黄开华兄
谈及这批书，且也曾买了四种，记忆中
尚有：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
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的《二十二史
札记》。

钱师对读书笔记甚为欣赏
钱师对读书笔记一类的书甚为欣

赏，即使是断代史札记，如《明史札
记》、《宋史札记》等亦然。听他老人家
平时谈起，很想写一本《二十五史札
记》，可惜未能如愿，但他晚年完成的

《朱子新学案》达一百万字之巨著，已
足以补偿一切矣。

上 述 三 书 加 入 后 ，连 前 已 有 66
种。还有，钱师自 1967 年迁台定居后，
获台北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其昀礼聘，
担任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导师，每周开
课讲学。他在 1969 至 1970 两个学年，

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课程，除上述已
有提及的史学名著外，尚有下列 13 种
尚未列入，计有：释惠的《高僧传》、郦
道元《水经注》、刘义庆《世说新语》、刘
知几《史通》、杜佑《通典》、欧阳修《新
五代史》、欧阳修《新唐书》、朱子《通鉴
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
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黄梨洲《明儒
学案》、全榭山《宋元学案》。

以上 13 种既亦是钱师所选讲之
史学名著，则亦极够水准选入《四部选
粹》中，如一并与前者加入，已达 80 种
之多。

最近翻阅 1953 年听钱师所讲《中
国经济史》笔记，翻阅到先秦一节中
说：“《论语》以后有《墨子》、《孟子》、

《庄子》、《荀子》、《韩非子》、《老子》及
《吕氏春秋》，先秦诸子主要的即此八
部书。”这八部书，前面已提到论、孟、
墨、庄、老五种，那么尚未提及的《荀
子》、《韩非子》及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很应该加进去，那么总数已达 83 种
了。

上述 83 种典籍，似乎所选略偏重
于思想哲学历史方面，余下之十余种
不妨拣选文学方面以作平衡。记得钱
师函告如读曾文正《十八家诗钞》，亦
可不必全部读完十八家，十家八家亦
可，可选其较喜爱者，再去寻读各家之
诗集，读词、曲、古文何尝不是如此。至
于古文方面，自唐宋八大家以后，当以
桐城派古文流传甚广，影响亦最为深
远，特选入数家。今列举如下：曹丕《典
论》、曹植《曹子建集》、杜甫《杜工部
集》、李白《李太白集》、白居易《白居易
集》、王维《辋川集》、杜牧《樊川集》、刘
禹锡《刘宾客文集·外集》、姜夔《白石
诗词集》、孟浩然《孟浩然集》、柳永《乐
章集》、陆游《剑南诗稿》、关汉卿《玉镜
台》、元好问《遗山乐府》、戴名世《南山
集》、方苞《方望溪文集》、姚鼐《姚惜抱
文集》。

以上 17 家，包含诗、词、戏曲、及
散文各名家。所以选入戴名世，乃因方

（苞）刘（大櫆）姚（鼐）三家之古文法均
分别传授自戴氏，影响至钜。方、姚二
位则为桐城古文大家，故值得阑入。笔
者早前曾撰述《桐城派文学史》及《桐
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二书，已有详述。

很值得把《朱子学提纲》
作为殿后

最后，笔者认为很值得把钱师晚
年所写的《朱子学提纲》作为殿后，钱
师原是选的最后一种是章太炎先生的

《检论》，因当年钱师选《四部选粹》时，
并未研究《朱子新学案》，而钱师在《朱
子学提纲》中曾说：“孔子集前古学术
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
传统中一主要骨干。朱子崛起南宋，不
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
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
自有孔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
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注）但钱师撰著《朱子新学案》一书，
自 1964 年夏至 1969 年 11 月，历时五
年余，篇幅巨大，逾百万字，阅读较难，
遂于 1970 年夏特撰《提纲》简本，14
万言。亦足可窥见朱子学术承先启后
之儒学流变。作为《四部选粹》之殿后，
极为适当。

但上述一百种书中之三分之二，
凭钱师生前所言所述，纯属笔者推究
考索而得，是否有当，则有待各方博学
之士的批评与认可了。钱师做学问，先
求通，再求专，但人生的光阴与精力有
限，如能妥善选出一百种书来，完成钱
师未能成事的遗愿，实在是极有价值
的一件事。人的年寿有其极限，如果随
意取读，肯定会很费不少宝贵光阴与
精力。钱师是遍读四部要籍，可说是近
百年来罕见的一位大学问家；我辈若
想做学问，如跟随其脚踪前行，肯定不
会走冤枉路，做起学问来定可事半功
倍。

钱穆和他精选的《四部选粹》推想
叶龙

钱穆从读韩钱穆从读韩

、、欧文开始欧文开始

，，进入做学问之路进入做学问之路

▲叶龙先生说，《四
部选粹》中，篇幅最大的
是《资治通鉴》。

留存下来的准确书名

经书计有：
《易经》
《书经》
《诗经》（用朱子《诗集传》及《朱子
语类》）

《周礼》（用孙诒让《正义》本）
《仪礼》（用胡培翚《正义》本）
《礼记》
《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
《谷梁春秋》
《论语》
《孝经》
《尔雅》
《孟子》
史书计有：
司马迁《史记》（用旧注本）
班固《汉书》（用孙诒让《虚受堂》
本）
范尉宗《后汉书》
陈寿《三国志》（用旧注本）
司马光《资治通鉴》
至于子部与集部，计有
墨子（用孙诒让《墨子闲诂》本）
刘安《淮南子》（用高诱注本）
班固《白虎通义》
王充《论衡》
王符《潜夫论》
郑樵《通志序》
朱子《朱文公集》
章学诚《文史通义》
颜之推《颜氏家训》
戴震《戴东原集》
陈澧《东塾读书记》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
汪中《述学》
王应麟《困学纪闻》
谭嗣同《仁学》
章太炎《检论》

计算下来，钱师精选的《四部
选粹》100 种书，以上约 30 多种。

洪廷彦君在《随师读书杂忆》
中说：

宾四师将准备影印的书，定名
为《四部选粹》，初步拟了一个单
子，列于其上的共一百种。我记得，
篇幅最大的是《资治通鉴》，最短的
是《通志序》和谭嗣同的《仁学》，最
古老的是易、诗、书，最
晚的是章太炎的《检
论》。文 学 方 面
有：《诗经》、《楚
辞》、《文 选》、

《文 心 雕 龙》、
《唐 诗 别 裁》、
《词综》等。这个
书 单 ，包 括 文 、
史、哲的重要书
籍，却没有一部
佛学经籍入选。

综 上 述 可
知 增 加 了 五 种
文 学 书 籍 ，（因

《诗 经》前 已 提
及），则 连 前 共
计 41 种，仍不及
100 种之半。

▲钱穆先生曾在《朱子学提纲》
里说，朱子有三大文学名著：《诗集
传》、《楚辞集注》与《韩文考异》。图为

《朱文公校正昌黎先生集考异》，即常
说的《韩文考异》。 （资料图片）

▲100 种书单里，篇
幅 最 短 的 是 谭 嗣 同 的

《仁学》。

▲钱穆先生挑的文
学 书 有 ：《诗 经》、《楚
辞》、《文 选》、《文 心 雕
龙》、《唐 诗 别 裁》、《词
综》。图为《词综》。

▲王船山是钱穆十分
推崇的四位清儒之一。图
为王船山的《船山遗书》。

▲钱穆曾写信给叶龙，要他读曾国藩
的《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图为

《经史百家杂钞》，上下册，一版一印。
（资料图片）

（本版文字系叶龙手写，由蒲湘宁誊录、
校对）

▲三联书店 2002 年出版
的钱穆著作《朱子学提纲》。叶
龙认为，这本书应为《四部选
粹》殿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