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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老师中，石润山是一个声
名不显却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并给过他一
定思想影响的人。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石润
山是毛泽东的老师。在尹高潮的《毛泽东的
二十四位老师》一书中，列举了毛泽东的两
位邵阳籍老师，即张干、袁吉六，没有提到
石润山。在《古今中外邵阳人》一书中，介绍
了毛泽东四位邵阳籍的老师：张干、袁吉
六、刘策成、孙俍工，而没有石润山。直到近
年，黄露生出版《毛泽东的尊师风范》一书，
其中列举了毛泽东的33位老师，邵阳籍的
有刘策成、孙俍工、石润山三人。人们才知
道，除张干、袁吉六、刘策成、孙俍工外，石
润山也是毛泽东的老师。其实，不管是论资
历地位，论才华成就，还是论对毛泽东的影
响，石润山都不亚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石润山(1872-1948)，本名广权，一名建
勋，字一参，号蕴三、润山，新邵潭溪人。石
润山与樊锥是同年、同乡，且同为拔贡，交
往十分密切，曾一道参与湖南维新变法运
动，领导邵阳南学会活动，也一道去日本留
过学。从石润山送给蔡锷的挽联“教管子，
教荀子，教韩非子，回首廿年，不料神州便
是吾曹责任；对乡人，对国人，对世界人，同
声一哭，如此健者更从何处得来”来看，石
润山和樊锥一样，都曾是蔡锷的授业恩师。

石润山作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的
高足，作为护国元勋蔡锷的老师，作为北洋

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挚友，如果奔仕途
的话，完全可以仕途通达，有所作为。但他
淡泊名利，除短期从政外，毕生以教书著书
为业。他创办过驻省邵阳学校，担任过湖南
师范学校教员、上海中国公学教授，出任过
群治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代理校长。他还长
期担任船山学社社长，主持船山学社社务。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
府提出了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
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
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一切要求。为
了揭露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湖南
一师集资编印了由石润山编著的《明耻篇》。
毛泽东仔细阅读后，在《明耻篇》的封面上写
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
子！”并在《明耻篇》卷首《感言》篇里批注道：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
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之倾，举校
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
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
云。”石润山在反对“二十一条”爱国活动中
的表现，是与他早年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具
有民主革命思想相一致的，也与他长期在日
本留学，熟悉日本国情有关。

石润山一生涉猎颇多，兼及辞章、诗
律、经义之学，书法亦颇有造诣，是一位在
文学、诗歌、教育学等方面都有著述的学
者。石润山撰有《张子正蒙注诠言》《老学今
诠》《说文匡鄦》《管子今诠》《六书浅说》《苍

石山人文字谈》《政谈续》《燕尘录》《说诗解
颐》《尚书今文通释》《曲台十论》《老子今
诠》《墨子今诠》《四书今读》《易象的哲理
观》等，编有《刘浏阳先生荣哀录》，谭人凤
的《石叟牌词》也经他“整齐文字”，可谓著
作等身。不幸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
发生时，石润山在上海的著作和藏书，遭日
本飞机轰炸烧毁，无一幸存，而存于湖南的
著作，也大都毁于 1938 年的长沙文夕大
火。饶是如此，石润山仍有《管子今诠》《说
文匡鄦》《苍石山人文字谈》《六书浅说》等
著作存世。著名学者董莲池主编的大型文
献集成《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中便收录
了石润山的著作。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
为《管子今诠》题签：“此书于抗日战争中出
版，其时予在陇滇，不但未见，亦未知也。今
日阅书于中国书店，得之。知其用力甚深，
而仍不详石君为何如人也。世之学者湮没
不彰者何限，而我辈以居都市之故，遂易欺
世盗名，书此志愧。”在顾颉刚先生眼中，他
不仅为石润山的学术才华倾倒，而且深为
石润山的名声不彰叹惋。

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与石润山交
集不多，加上平静谦和、不事张扬的石润山
又在解放前便去世了，从而导致毛泽东和
石润山的这段师生情谊长期湮灭无闻。

（张东吾，新邵县人，其作品入选《邵阳
文库》《芙蓉花开》《芙蓉国》《原上草》等多
种选本）

学林漫录

毛泽东的老师石润山
张东吾

书斋的名字最能体现书斋主人的性格和情怀。
曾国藩的书斋名为“求阙斋”，阙者缺也。《易经》曰：“日中

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盈则缺，满
则溢，保持“缺”是对自己的一种警醒，“求阙”其实是想不缺。

梁启超的书斋名曰“饮冰室”，这并非因为先生身居南
方，酷热思冰。斋名来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
饮冰，我其内热与？”意思是我早上接受了国君诏命，谁知到
了晚上口干舌燥得饮用冰水，难道是我内心焦躁担忧吗？年
轻时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欲富国强国，建立
少年中国，他的内心之焦灼须得饮冰方可。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斋名“龙虫并雕斋”，何谓之？
雕龙指专著，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龙虫并雕意为不拘大
小，只要我喜欢，我都弄它一把。他果然也做到了。

胡风的书斋叫“四树斋”，原因是他和妻子在院中种了
梨、紫丁香、蟠桃、大白杏四棵树。冯友兰的斋名“三松堂”，
其实并不深奥，只因家中庭院里种有三株挺拔的松树。丰子
恺的斋名“小杨柳屋”，因为1922年他应邀到春晖中学执教
时，在居所的庭院墙角亲手种植了一株小杨柳，夏天时他和
一帮文人在树下吃螺蛳。

史学家谢国祯的书房取名为“瓜蒂庵”。人问原因，谢先
生答曰：“别人都在搞堂堂正正的大部头史著，我搞的是一
些零零碎碎的野史。别人像抱个大西瓜，我捡的东西恰似瓜
蒂。”他这是自谦，也有自许，这是他的治学方法。

一代书法大家何绍基的斋名“不洗砚斋”。一般文人风
雅，都爱叫个“洗砚斋”，挥毫泼墨后洗砚，是多么风雅的事
哦！可何绍基却冷然一笑，笑得我汗颜。

西南联大迁到蒙自时，闻一多有了一间书房，便整天呆
在楼上看书写作，几乎不下楼来。他的好朋友郑天挺觉得这样
对身体不好，便来劝他：“一多啊，你何妨一下楼呢！”旁边的几
位先生也跟着说：“是啊，你何妨一下楼啊！”这句话说得多了，
大伙都乐了，竟成了闻一多的雅号，闻一多也欣然接受了它。
他被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书斋便叫作“何妨一下楼”。

沈从文的书斋“窄而霉斋”和“窄而霉小斋”，说来更是
有趣。1931 年 8 月，沈从文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之
聘，到国文系任教，住在福山路3号的小楼上。由于青岛比
较潮湿，他给自己的居室取了个雅号“窄而霉斋”。虽然窄小
但窗外景色很好，绿树红瓦、波光云影，他感慨地说：“海边
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
些……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位于北京银闸胡同的“窄而霉小斋”，原先是一个贮煤处，临
时开个小洞作窗，仅可容身，又阴暗潮湿。1932年巴金借宿
了沈从文的“窄而霉斋”，两人十分相得。1988年，巴金惊悉
沈从文病逝，他满怀悲伤地写下《怀念从文》的纪念文章，回
忆起在青岛小住的那段日子和窄而霉斋。

黄永玉的斋名“老子居”，挺拉风的名字，也有故事。黄
永玉流浪到泉州市，他那时未满18岁。在开元寺内，他爬到
玉兰花树上摘花，遇到一位“头顶秃了几十年”“还留着稀疏
胡子”的老和尚，问他摘花干什么。他回答：“老子高兴，要摘
就摘！”那和尚叹息：“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老
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你已经来了两次了。”“是的，
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他驯服了黄永玉的野性，使
他觉得自己十分不堪。事已多年，弘一法师早已圆寂，黄永
玉早成一代大家。但对于在弘一法师面前称“老子”这种事，
黄永玉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上个世纪90年代末，黄永玉在
北京通州修建自己的“万荷堂”，主厅就称“老子居”，由吕正
操将军题写牌匾。他是要自己永远记得，要谦虚，要温和，要
谦卑。

思想者营地

稀奇古怪读书斋
董改正

说到旧时代的读书人，人们就会搬出
吟风弄月、一觞一咏这样的词语，来描绘他
们的骚情赋骨，或者用诗句“皓首穷经冷板
凳，孤灯清影到天明”，来形容他们的寒窗
苦境。似乎读书人天生就是那种远离老
圃，不事稼穑，不识韭菜麦子的“物种”。

然而，近读光绪年间《邵阳县志》，从
所记载的60来名历代邵阳进士中，也看到
了一个另类，那就是农夫进士张家钰。《县
志》称，张家钰“性沈毅，尤自刻苦。赴郡
县试，徒步担簦”。

张家钰是邵阳（今属新邵县）新田铺
人。他的父亲张其左，书读得不错，但连
续多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又气又恼，便
弃学从农，领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发奋种
田。田倒是种得很好，家也渐渐富起来
了，但是富而不贵，照样受人欺侮。张其
左自己走不通的路，便寄希望于自己的儿
子走通，靠他们学有所成，光耀门户。于
是，一家老小白天务农，夜晚教的教、读的
读，指望向书里求富贵。而张家钰在兄弟
中又格外勤奋好学，学业成绩自然更加出
类拔萃。

在张家钰27岁那年，张其左感到已经
难以胜任对他的教育了，就召集全家商议
送他去宝庆府城读经馆。他自己也信心
满满地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

我与老泉同龄，应当以他为师，刻苦攻读，
登科取仕，不辜负父母兄弟的期望。”为了
不耽误父兄种田，他自己挑着一石大米和
日用行李入校从师。在学堂里，他珍惜无
农事缠身，一门心思读书的好时机，昼夜
刻苦学习，从家里带去的被子都不曾解开
过，读倦了靠在被包上打个盹，醒来了又
苦读不已。功夫不负苦心人，张家钰没过
多久就考中了秀才，享受到公家发给膳食
津贴的生员待遇，后来，又有幸被选送到
南京国子监深造。

转眼到了咸丰元年(1851)秋，张家钰
正在路边的一丘农田里犁田，只听得一声
锣响，三匹马冲了过来，在张家钰跟前停
下。来人问道：“张家钰老爷家在何处？
他已中举，我们前来报喜。”张家钰听了，
暗暗惊喜，遥指自家房屋，对报喜人说：

“就在那边，你们边走边打听吧。”然后匆
匆从小路赶回家，刚刚洗净身子，穿戴整
齐，报喜人已经到了门口。张家钰急忙出
来迎接。报喜人大为惊讶，原来新科举人
老爷竟是那位犁田的农夫！“犁田举人”从
此在宝庆北路一带传为佳话。

一年后，张家钰又高中进士，取得了
做官的资格，被朝廷任命为内阁中书。这
一年，他34岁，虽然年龄大了一点，但相比
年长他24岁的魏源，51岁才中进士，他算

幸运的了。然而，他本色不变，依然不带
仆役，自己挑着铺盖卷到京城报到上班。
可是，干惯了农活的张家钰，对内阁中书
这种抄抄写写的文秘工作不感兴趣，干着
干着，就找个理由回家了。

回家没多久，他应曾国藩之邀，帮他
管理粮台，因为劳苦功高，得了个五品的
员外郎。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张家钰无心做官，再次辞官回乡，把自己
的住房取名为“勉耘楼”，家中藏书甚多，
而且有不少珍贵的秘本、善本。他且耕且
读，过着陶潜式的隐士生活。咸丰九年
（1859），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到他的家乡，农
历四月底，翼王石达开的一支部队来到新
田铺。他的所有藏书，连同他个人的文集

《勉耘楼文钞》，全部毁于兵火。这一下，
他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抑郁寡欢，
一病不起，刚满41岁就离开了人世。

在治学方面，张家钰既有过人的资
质，又有超人的毅力，他学而不厌，博闻强
记，取得了很深的造诣；在培育生徒方面，
他以培植人材为务，诲人不倦，循循善诱；
在自身的品德修养方面，他以许衡为人生
榜样，一切言行务求合乎“义”的原则。

当然，有些著作对张家钰的记述，也
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如 1994 年出版的

《新邵县志》记载张家钰的去世年份是
1859年，却同时沿用光绪版《邵阳县志》的
说法，称张家钰在两江总督曾国藩手下

“司粮台”。曾国藩前后三次出任两江总
督，其首任两江总督是1860年。如果说张
家钰在1859年去世了，那只能是曾国藩在
做两江总督之前，请他管理过粮台。

（陈扬桂，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史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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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进士张家钰
陈扬桂

看到这个题目，您可能会有点惊
讶：不会吧？翡翠怎么会从美玉之王
变成扑棱棱乱飞的鸟儿了呢？列位看
官别着急，且听小子道来。

咱们先看看这俩汉字啥偏旁，您
可瞅准了，如假包换的羽字旁，只是一
个在下，一个在上而已。羽毛当然是
跟鸟密切相关的东西，常用汉字里翱、
翔、翻、翘、翅、翎等都或多或少跟鸟有
关联。翡翠当然也不例外。

那翡翠究竟是种什么鸟呢？《说文
解字》里讲：“翡，赤羽雀也。出郁林，
从羽，非声。雄赤曰翡，雌青曰翠。”这
里说的明白，翡翠其实就是赤羽雀，雄
鸟红色叫翡，雌鸟青色叫翠。翡翠鸟，
其羽毛非常漂亮，可以做首饰。宋玉
在《神女赋》中写道：“夫何神女之姣丽
兮，含阴阳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很明
显，文中所说的翡翠是鸟。

那何时翡翠从鸟名演化为玉名呢？原来，清代翡翠鸟
的羽毛作为饰品进入宫廷，尤其是绿色的翠羽，深受宫廷妃
嫔们的喜爱。与此同时，缅甸玉也作为贡品进入宫廷，同样
颇受青睐。缅甸玉也多为红色、绿色，且与翡翠鸟羽毛的颜
色很相似，所以人们称缅甸玉为翡翠，渐渐地这一名称也在
中国民间流传开来了。

当然，也有学者考证说，翠在古代专指和田出产的绿
玉，缅甸玉传入中国后，为了与和田绿玉区别，把它称为“非
翠”，后来才逐渐演变为“翡翠”。不管怎样，翡翠先是鸟名，
后才是玉名，这一点是确认无疑的。


学
术
短
论

﹃
翡
翠
﹄
原
先
是
只
鸟

张
天
野

投稿邮箱：syrbfkb@163.com

崀山云海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