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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五十周年系友演講 
中文人如何想像未來--主任們的經驗談 

 

主講：王學玲、吳肇嘉、何修仁、洪瓊芳系友 

日期：2019 年 4 月 9 日 

時間：10:00-12:00 

地點：文學院大講堂 

 

    歡慶中文 50，特邀曾擔任各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系友：何修仁（應華領域、國

立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王學玲（傳統中文、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吳

肇嘉（師範領域、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洪瓊芳（應中領域、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返校與學生分享在學及職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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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五十周年系友演講 
日日是好日─曾昭旭與葉怡蘭談生活美學 

 
主講：曾昭旭老師、葉怡蘭系友 

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時間：10:00-12:00 

地點：文學院大講堂 

 

    歡慶中文 50，特邀本系退休教授曾昭旭老師與甫當選中央大學第 16 屆傑出

系友葉怡蘭女士返校演講，一同暢談師生情誼與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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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五十周年系列活動 
師生聯合書畫展 

展期：2019 年 5 月 20 日-5 月 31 日 

開幕式：2019 年 5 月 25 日 

地點：圖書館藝文走廊 

與會展者：本系退休師長、現任師長、系友、在學學生 

師長：于大成、施隆民、洪惟助、張夢機、曹旭、曾昭旭、游國慶、賀廣如、楊

自平 

系友及學生：李彥霖、林慧怜、張致苾、郭晉銓、趙珮珽、蔡瓊書、陳思齊 

 

 

    本系創系屆滿 50 週年，邀請全系師生一同共襄盛舉。此次參展涵括本系師

長(含離退)、系友與學生，具世代傳承、文化延續的意涵。 

 

  

洪惟助 陶淵明〈飲酒詩〉 2019 
曾昭旭 禪趣、禪機、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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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廣如 李白〈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2019 楊自平 草書．龍虎風雲 2012 

張致苾 楷書中堂《論語》句 2019 郭晉銓 「正法眼藏」小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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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瓊書 美好時光 2015 林慧怜 桐花藍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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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五十周年系列活動 
老照片展 

 
展期：2019 年 5 月 20 日-5 月 31 日 

地點：文二館 1-2 樓 

 

本次展覽結合系學會共同打造中文系時光走廊，讓系友藉著系上珍藏及系友

提供的老照片，與昔日同窗一同回顧過往的文青年代。 

 

 



- 10 - 
 

中文系五十周年系列活動 
系友回娘家午宴 

 

日期：2019 年 5 月 25 日 

時間：11:30-14:00 

地點：新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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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訪談 
虞萬里教授 

撰文∕陳逸庭 

訪問∕許惠萱 

 

 

成為中文人之路 

 

    談起踏上中文的道路，虞老師笑稱是「歷史的陰錯陽差」。在文革年代， 

原本志於理工科的虞老師在浪潮之中到了蘇北，學習也因此中斷。而會走向古音

學研究的道路，則是虞老師十多歲時購買了《康熙字典》，卻看不懂書中韻圖的

緣故。「當時便下定決心一定要弄懂。」虞老師道。正是這一份決心，令虞老師

在回上海後，踏上鑽研古音學的道路。 

 

    由於時代背景的原因，虞老師的母親並不同意他參加高考，因此虞老師便在

上海工作之餘，自學音韻學。研究上古音後，他深知研究古音無法脫離經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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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老師開始轉向古代經學的研究。 

 

人物影響與學術根源 

 

    講起求學過程中影響甚深的人物，虞老師勸告學子們要多佩服自己的老師，

並抱以包容、謙虛的態度。包容能讓自己看到他人學問的優點長處，讓自己有能

奮發向上並學習效尤的憧憬。同時也應時時保持謙虛，如果治學時心態是驕傲的，

便容易於潛意識中忽略他人學術的優點，導致學有遺漏。 

 

    影響虞老師治學且使其讚賞不已的人物，清代首推段、王二者。段玉裁的學

問精深，而王念孫做學問的態度、方法平實，影響中國學問兩百年，值得後人學

習。近代的羅、王之學更是各有千秋，尤其羅振玉對保存中國古代文獻的意識及

眼光十分前衛，從甲骨文、金文、石經到敦煌殘卷，經其手的古籍文獻多有提拔

紀錄，能夠在如此大的範圍做到幾近周全的關注，是非常了不起的。 

 

    王國維則僅從一塊一百一十字的熹平石經和三體石經的殘拓材料，便能馬上

想到諸多問題，例如：兩部石經「刊了多少經？」、「用什麼文本？」、「是今文經

還是古文經？」等問題。王國維的思維是系統性的，能在整體概念上去思考各式

各樣的問題與方法，都來自其早年的學術鍛鍊。因此虞老師也鼓勵人文科系的年

輕人多閱讀詞學和邏輯學的相關書籍，在思維上會受益良多。虞老師說：「近代

的羅王之學，羅振玉的包容性、王國維的系統性，兩者都值得學習參考，做學問

包容得越大越好，對治學、寫作都是有益的。」 

 

    虞老師在做敦煌研究時，因曾看過王國維、羅振玉及張國淦等人所復原的碑

圖，而能有一個整體的研究概念，虞老師也因此對敦煌殘卷的刻本有「復原」的

概念。復原對於研究有極大的益處，例如：若找到現存的宋本便可和古本互相應

證；而若是找不到相同的，則是又復原一個現代缺失的宋代版刻。相較於羅、王

二者對敦煌殘卷中《切韻》的復原研究，虞老師則更關注它的「空白」之處，將

殘缺的地方以復原角度研究，並和後來的《廣韻》作對照。 

 

    虞老師還發現一個未見前人討論的問題，那就是唐代三百年對《切韻》的抄

寫，並不侷限於《廣韻》所談的八、九人。這個現象證明大江南北的讀書人都可

能自己抄寫一本《切韻》，而陳彭年所列舉的僅僅是最有名、增字最多且最為人

所接受的幾位。若從這個觀點看，則可對《切韻》的發展有更寬廣的了解。而這

便和王國維的「系統性」思維有關，要有全面的觀點，才可以超越他人的思考與 

想法。 

 

近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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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老師近年的研究課題專注於歷代儒家石經文獻的集成，研究重點是將歷代

七次石經的拓本（東漢《熹平石經》、唐代《正始石經》、曹魏《開成石經》、《蜀

石經》、《北宋石經》、《南宋石經》、清代乾隆《清石經》）、宋元明清文人寫的提

跋、專注(尤其是清代關於《詩經的專注》)、近代論文等全部匯集。並且整理、

集結出一個七朝石經概論，將在未來出版成為一套大套叢書。  

 

    虞老師最初會關注石經的課題，是因為他曾做過竹簡研究，當時為了字義而

校過唐石經，從而引起虞老師對石經的關注。石經的價值其一是文本為當時確實

的標作；其二則因其是未被後人改過的版本，尤為難得。 

 

   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刊刻今文經的《熹平石經》和勘刻古文經的《正始石經》，

學者能從中針對今古文經的問題進行探討、研究，因為它的文本便是當時的今古

文經。石經其實是最切合經典的文本，因為它是沒有被後人塗改過的文本，是值

得重視的研究材料。由此可見於老師的治學眼光和態度，不畏困難，勇於在他人

所未發上做研究，值得學子多加效仿。 

 

治學方法 

 

    虞老師認為身為讀書人，尤其是年輕人，按照心理學的規律，到了一定年紀

關注點便會愈來愈萎縮，從而缺乏對知識的新奇感。因此讀書的關注度須越大越

好，各方面皆要涉獵，雖然難以全部精細，但要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應用自己所學。

而年輕的時候要織知識的網，要點是大，就是寬廣的閱讀。而知識點則要細細的

補，為何人人讀書時吸收各有不同？那便是因為彼此知識的基礎不同，因此要像

一隻勤勞的蜘蛛，透過讀書將網越結越密，就可網住更多的知識。 

 

    讀人文的東西，若不把文字和語言學好，學問的發展便難以更深入。現今通

訊軟體發達，大多數文章皆是我手寫我口，是沒有意義的「廢話」。與今人不同，

古人的文章是精雕細琢的工藝品，老師勉勵後輩可以多讀前人所著之書，並且適

當地去接觸邏輯與資訊方面的書籍，培養自己邏輯思維的能力。  

 

對中文學子的鼓勵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是讀書極高的境界。讀書是為豐富自

己、超越自己，而「為人」則是為求職、或者為彰顯自己比他人在知識上的優越，

而這些都是比較次等的。讀書應該是為興趣而讀，若是沒有興趣便要培養興趣。 

 

    虞老師說：「中大的同學們，一生可以認真地讀一次《論語》，一定會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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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從《論語》中可以感受到人生，是人文世界的聖經。而如何學習、如何書中

也有提及，希望大家可以從讀《論語》的過程，去體悟到讀書和做人的好處。」。 

 

    虞老師也希望學生能關注「誠」的問題。當你很誠心時，思維便會放鬆，就

容易學習；若是不誠，懷有戒備之心，為功利而讀書，那都是不好的。而做事則

謹記一個「靜」字，如此一來也就能讓整個社會整體更加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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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訪談 
趙維江教授 

撰文∕陳逸庭 

訪問∕許惠萱 

 

 

踏上中文人的道路 

  

     趙老師自童年時，便喜愛語文課，熱愛閱讀的他，在作文課上更是大放異彩，

文章經常被老師當作範例。而老師對他頗為照顧，常在課後提點他的不足之處。

當趙老師提起當年那位張姓老師時，笑道:「現在都能想起當時老師在講台上給我

們作下水文(一種範文)時，神采奕奕的樣子。」在那北方礦山下的小學，師生相

處和樂，奠定了趙老師對文學的興趣。 

  

     風起雲湧的動盪年代，文革初始，大陸各處學校大多停擺，學生們的學業中

斷，而剛上高中的趙老師亦身處浪潮之中。數年後，恰逢當局廣辦學校，趙老師

便跟隨當時 300 多位高中生一同進入小學教書，文理科都得教。這對當時的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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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來說，著實是個不小的任務。但即使是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趙老師卻依舊保

有一顆熱愛閱讀的心。 

  

     當時，有一位熱心的圖書館館員，偷偷將當時被稱為「禁書」的四大奇書和

其他小說借給趙老師。透過大量閱讀這些中國古典小說，讓趙老師對中國古代文

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些龐大而厚實的經典成為趙老師日後叩響中文這門博大

精深學科的敲門磚，也從此開啟趙老師一生化育英才、鑽研中文的道路。 

  

     1977 年，趙老師終於得以參加高考，錄取了河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我喜歡

物理，小時候還曾夢想當科學家、銀行家。」趙老師道。然而，他卻走上中文人

這條路，除了發自內心熱愛文學，歷史也在其中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諸多因緣

下，讓趙老師在中文詞學的研究領域裡，升起一片瑩瑩鑠輝的星斗。  

  

     在河北師範大學學習的日子裡，趙老師受到當時老師—林珂女士的影響，進

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當時趙老師以大學本科的身分投書至學校的學報，

文章被讚譽有加進而採用，發表了《文心雕龍的文采觀》，堅定了仍為大學生的

趙老師對學術研究的信心。 

  

     趙老師說：「算起來，我與中央大學的關係可謂千絲萬縷，我知識的根脈，

實來自中央大學。」趙老師在研究生時期的老師——鄭文先生，是抗戰時期中大

遷校重慶的大學生，鄭文先生不僅保留了民國時期老一輩優良的「樸實治學」傳

統，還擁有敏銳的思想。他也經常給學生們習作，諸如：寫詩、寫詞、寫對聯等

等。經過三年寒暑的鍛鍊，趙老師奠定豐厚紮實的文學底蘊，同時對中文的研究

亦逐漸上手。在詞學的故鄉——南京師範大學(今中央大學師範分支)攻讀博士後，

趙老師確立未來專精研究金元詞的志向。 

  

     趙老師笑道：「能走到今日研究的這條路，多虧幾位老師。」 

  

研究成果及發展 

  

     談及專業研究範圍，趙老師對詞句信手拈來，說起詞學更是如黃河之水滔滔

不絕，又如小橋流水潺潺細膩。趙老師的研究主要致力於唐宋詩詞及金元詞，但

對文學理論(王國維、劉勰)、唐傳奇等亦多有涉獵，曾出版《中國古代方術》、

《中國古代女性審美》等書籍，近年則開始對粵詞的研究。 

  

     問起為何致力於金元詞的研究，趙老師道：「金元時期，詞由歌詞轉變成格

律抒情詩，顯得難以歌唱。而大多的學者對金元詞都是隻言片語，沒有系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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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我是北方人，金元詞主要發生在北方，作為北方人對宋詞體現中的北方文

化可以有更多的感受。」 

  

     談及近年的粵詞研究時，趙老師更透露出一代學者對土地的關注及情懷，並

稱自己為「新客家人」。趙老師於廣東出生且瞭解廣東文化，自期能為保存地方

文化出力並系統化地梳理廣東詞作。「廣東自古便稱蠻夷之地、僞土，是唐宋貶

謫官員所在地。韓愈曾寫:『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而東坡被貶

惠州，則更樂觀些，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對讀書人來

講，貶官是不幸的，但對當地的經濟文化而言，卻又是大幸的。」 

  

     一塊土地，擁有了真正關愛自己的讀書人，便是極其幸運的吧！ 

  

提點後學 

  

     「讀書最大的方法，就是產生興趣。」，這是趙老師對於學生治學方法的真

知灼見。發現書的意義、價值，從美好的語彙，到為之迷離猖狂的情感。當真正

了解一本書時，方才能對讀書產生興趣。「寫文章和讀書沒有定法，但有原則：

閱讀量要寬、視野要廣。大學階段要廣泛涉獵古今中外(面)，再來讀經典(點)，而

讀書要點面結合。」 

  

     先對書產生興趣，接著廣泛的閱讀，最後再讀經典，這是趙老師的治學三步

驟。但針對當代大學生經典量閱讀稀少的問題，趙老師則用一句話提出了建議：

「經典是不過時的，流行過眼雲煙，但經典卻日月長勳。」經典是經過大浪淘沙

留下來的作品，對民族的文化底蘊和思想情感方面是結實的，包括藝術型態也十

分精萃，因此青年必須多讀經典，以奠定良好的基礎。 

  

     而治學的另一重要方法，則是養成「刨根問底」的習慣。趙老師認為讀書的

過程就如同滾雪球，是要靠沾旁邊的雪才能越滾越大。就像做學一般不求速讀，

但求精讀。中文是人文學科，是人類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學作品，內容包含大千世

界，閱讀範圍不可限侷限於自己的專業，也應關心社會周遭的環境。 

  

     趙老師同時著眼於因現今網路發達而存在的負面效應。當代年輕人少讀紙質

書，多在閱讀電腦和手機中那些臨時性、娛樂性的片段，使得知識變得片段化、

膚淺化。又因為大眾文化的特點，人們追求視覺文化的刺激，年輕人讀圖的頻率

遠高於讀字，這都是當今社會的挑戰。但趙老師鼓勵我們「學而不思則罔」，要

對閱讀的習慣有規劃，知道自己想讀什麼書。接收到片面的資訊時，則要有意識

地凝聚零碎知識，多思考、多和同儕聊天討論，都是整合知識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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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結束之餘，趙老師也表達對同學們真誠的鼓勵：「中大有優良的學術傳

統，希望同學能珍惜在這裡讀書的機會並增加見識。有愉快的青春歲月，學到更

多資本，在走出社會時，能夠造福社會。台灣的文化承襲傳統文化，老人、孩子

都是和善的，這便是傳統文化的體現，展現了溫良恭儉讓的美德。『黃河之水天

上來』，這數千年前李大詩人驚天動地一句，要親自去體會體味，身歷其境的去

看去感受。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尤其是讀中文的同學，台灣地域相對狹小，

有機會要走出台灣，去中國、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有機會在老師來中大客座的這一學期，聆聽老師的學問，並親見老師的清朗

品格，深感受益良多。老師在文學院舉辦的「藍花楹下──讀、吟、唱、演交流

會」，吟唱自己創作的詩詞，唱作俱佳。詞學不僅是老師研究專業，已融合為老

師的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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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單 
 

敬賀 本系學生參與國立中央大學第二屆「創造性轉化經典文本」改  

編創作競賽榮獲佳績： 

 

優選  羅美淳  作品名稱：生來有瑕 

佳作  曾敏寧  作品名稱：青伊傳 

佳作  張珮琳  作品名稱：雪落花開 

       

敬賀  本系系友榮獲 108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教師組傳統戲劇劇本獎 

特優 周玉軒系友 

優選 洪瓊芳系友 

 

教師組散文獎 

優選 黃雅莉系友 

 

學生組散文獎 

優選 梁評貴系友 

 

學生組古典詩詞獎 

優選 何維剛系友 

佳作 梁雅英系友（在校） 

 

系上消息 
 

敬賀  本系李宜學助理教授榮升副教授 

 

敬賀  本系王力堅教授榮獲 107 學年度特聘教授獎 

 

敬賀  本系孫玫教授榮獲 107 學年度研究傑出獎 

 

敬賀  本系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優良服務學習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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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賀  本系賀廣如教授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優良獎 

 

敬賀  本系郭永吉副教授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優良職涯導師、 

      優良服務學習導師 

 

敬賀  孫致文副教授榮獲本院 107 學年度教學優良獎 

 

敬賀  本系黃思超助理研究員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校務服務優良獎 

 

敬賀  本系鄭芳祥助理教授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優良宿舍導師 

 

敬賀  本系李淑萍副教授當選中國文字學會理事長 

 

獎學金獲獎 
 

林燕獎學金 中文二金鴻達 

 

廖逸卿先生清寒獎學金 中文一胡嘉欣、中文一林思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