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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本，一群人，捻开细看】 扫码提取

更多吴熊和的故事

30 年里，浙江大

学教授吴熊和把一部

《全宋词》（中华书局，

1980 年）通读5遍，书

上 密 密 麻 麻 作 了 批

注。浙江大学出版社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把 这 套 批 注 影 印 出

版，学术界、出版界诸

多人物接力其中。

为什么大家要付

出这么多心力，去做

这么一件事？

词学大家吴熊和

先生，在唐宋词、词学文

献学、明清之际词派、域

外词学研究方面成就卓

越。

而在《吴熊和批校

全宋词》的两册书里，蕴

涵了老教授的读书风

格、治学方法乃至学术

思路——透过这套书，

可以看到吴先生的毕生

心血，也能一睹百年来

浙江学人在现代词学研

究上的传承、理路与贡

献。

通读《全宋词》5遍，因材施教的“明星老师”

他的批注
挖矿现代词学

本报记者

宋浩

理解吴熊和，有必要简单讲

一下现代词学。

进入 20 世纪，现代词学诞生

了，对它的研究可以分两个时段

看。前 50 年以王国维、夏承焘、

唐圭璋、龙榆生等人为代表，他们

开创了现代词学的大道。其中王

国维《人间词话》借助了西方美学

的理论，而夏承焘走的是另一条

路，他是温州人，继承了浙东学派

的治学方式：以史治词。

吴熊和则继承了老师夏承焘

的衣钵，并对这一条道路进行了

开拓，推动了词学研究的进程。

吴熊和的学术体系中，有对清

末朱祖谋等人的研究，对域外汉学的

研究，也有词学现代化推进的思考，

标志性的著作就是《唐宋词通论》《吴

熊和词学论集》《唐宋词汇评》三部。

《唐宋词通论》可谓现代词学

继往开来的著作。比如在书中，

吴熊和系统性提出了“词源”“词

体”“词调”“词派”“词论”等方向，

构建了严整的研究体系。吴熊和

的学生们，今天则在各个方向上，

进行力所能及的开拓。

如果说《唐宋词通论》是体系

方面的呈现，那《吴熊和词学论

集》和《唐宋词汇评》则是方法论

和资料方面的拓展。此外，吴熊

和对于张先、陆游词集的笺注，则

在经典研究方面树立了典范。

他这些著作中很多结论、想

法，都来自他对《全宋词》的通读、

烂熟于心。

吴熊和与现代词学吴熊和与现代词学

吴熊和 1934 年生于上海。1955 年从华东师范大

学毕业后，到浙江师范学院（后为杭州大学，今为浙江

大学）读研究生。在华师大，钱谷融、徐震堮、施蛰存等

教授给他打下学术基础，尤其是徐震堮读书喜欢在空

白处记录的方法，直接影响了吴熊和批注《全宋词》。

吴熊和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到杭州之后，“先

后受教于夏承焘、姜亮夫、胡士莹、王焕镳、钱南扬、郦

承铨、陆维钊、任铭善诸先生，眼界大开，渐窥治学堂

奥。”而影响他最多的，是“一代词宗”、研究生导师夏承

焘先生，这是21岁的吴熊和词学研究的开始。

1963 年，吴熊和毕业留校任教，夏承焘交给他一

项任务：为陆游的词做编年笺注。

这一工作，1940 年代夏承焘在之江大学教书时，

曾让学生做过，但战乱年代，聚散不定，就没了下文。

在夏承焘指导下，吴熊和完成了《放翁词编年笺注》，署

师生二人名字。

后来，与学生共同研究，攻克学术难题，就是吴先

生从老师这里传承下来的方法。2000年前后，吴熊和

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一共 5 册，他交由李剑

亮、陶然、沈松勤、胡可先等学生与自己共同完成。

这套书就是以《全宋词》为顺序的，李剑亮、沈松

勤、陶然负责第一至第三卷，吴先生自己编写第四卷，

胡可先负责第五卷。为了给学生们提供参考，吴熊和

从书架上取下已批校的《全宋词》，按照每人负责的不

同部分，交给相应的学生。《全宋词》批校中的资料、考

订、编年等，就成了重要的资料来源，也在根本上保证

了这部书的质量。

但《全宋词》中吴熊和的批注，并没有全部反映在《唐

宋词汇评》中。就像胡可先说，那些批注就像一座富矿，

《唐宋词汇评》只挖了一部分，矿下还有很多资源等待开

采，而这正是完整版的《吴熊和批校全宋词》面世的意义。

师从夏承焘

读书时，吴熊和的苦学不倦，是出了名的。浙江大

学教授陆坚也是夏承焘的学生，1962 年，他与吴熊和

都住在杭州大学（今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校内第二宿

舍，吴熊和住103室，陆坚住108室。

陆坚回忆说：“那年的夏天特别热，他一手拿着蒲

扇，一手拿着书，还用一只脚轻轻地摇动他女儿的摇

篮。房间里面没有电扇，两个月的暑假，我没有见他休

息过一天。这个形象在今天似乎难以想象。”

当时中文系的读书氛围极浓，哪位老先生有什么

读书趣闻，都一届一届被学生传下来。

吴熊和在浙江大学教书50多年，除了好读书的形

象广为人知，他上课还特别有趣，称得上是“明星老

师”，很多同学都喜欢他。

在台州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张广星的印象里，“吴

老师上课举重若轻、引人入胜，教学双方都孜孜不倦，

每堂课都是一种享受。”吴先生当年正在撰写《唐宋词

通论》，书没有出版之前，上课讲的很多都是书稿的内

容，而不是老套地按往年教材搬运旧东西。

因为好读书的名气广为传播，在学校广受欢迎。

晚年不便时，吴熊和就把需要的书请研究生到图书馆

代取，馆员也可通融。

就算吴熊和坐在轮椅上，也不停地看书。2008年

之后，病情加重后，已经不能翻书写字了，他就用电脑

看，用手指移动鼠标、点击。

爱读书的传说

关于老师的形象，学生黄

杰用了论语中一句话：“君子有

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

其言也厉。”

在胡可先的记忆里，吴熊

和也是这样的。相比夏承焘的

爱讲笑话，甚至学校新春联欢

会还上台讲，吴熊和对学生则

是严格中有宽仁。

黄杰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第一稿写完，拿给老师看，吴熊

和不满意，直接画了叉，连画好

多页：“你自己回去想想，一周

之后再来找我。”

一寸厚的论文被否定，黄杰

那天“走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回

去，“躺在床上三天没爬起来。”

一周之后，黄杰仔细思考过了，

吴熊和又帮她重新架构。到黄

杰博士论文将要出版，吴熊和又

抱病坚持审读并作序。回忆这

些，黄杰不禁潸然。

胡可先回忆，老师知道一

些同学怕接到他的电话，有一

次他想打电话催问一位学生

博士论文进展情况，拿起话筒

又放下，放下后又拿起，如是再

三，最后还是没打出去。

还有一次，一位年龄相对

较长的博士生，带着文章与吴

熊和交流。吴熊和聊了一会，

忽然撇开话题，聊起当时学界

动态，对某位学者的观点，吴熊

和表示：“我不同意他！”这位博

士回去后，忽然明白，自己文章

的思路与那位学者其实十分相

似，老师是用这个方式在提点

他。

而吴先生在教学上，简直

可以说是“定制”，他根据每个

人不同的学力、基础、个性来因

材施教。

胡可先回忆当时选择博士

论文题目，本来想写“宋代的科

举与文学”，吴熊和建议他换一

个题目，后来胡可先论文写的

是“永贞革新与中唐后期文学

研究”。

面对学生答辩中的专家意

见，吴熊和对赞誉的文字往往

一字不提，对于建设性意见，则

特别重视。“一直到我们也指导

博士生时，才深深感受到，廉价

的赞扬并不是培养人才的好方

法。”胡可先如今深有体会。

君子高标，因材施教

吴熊和在夏承焘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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