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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論治學 

重編《方師鐸先生贈線裝書目》有感兼略論其治學之道 

陳惠美  

方師鐸老師，筆名大方，江蘇揚州人，生於 1912 年 2 月 25 日，卒於 1994

年 8 月 28 日。1960 年受東海中文系之聘，兼授聲韻學課程。1963 年起，轉為

專任教授，迄 1993 年退休，三十餘年歲月全部奉獻於東海。 

1980 年 3 月，方老師將他典藏線裝古籍捐給東海圖書館。2000 年 10 月，

我們完成《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方師鐸先生贈線裝書目》草稿，送請方師母張

愍言女士過目，師母略顯激動地說：「我年紀已大，無法再去整理你們老師的

文稿，希望你能接手，或先將它們搬去圖書館，再慢慢地整理吧！那些文稿

都是你們老師的心血，讓它散佚之後，想要蒐集起來就不容易了。」 

2016 年 4 月，東海中文系前後來了兩位大陸學者，到圖書館瀏覽典藏線

裝書目後，認為這幾本書目有助於外界瞭解東海典藏線裝古籍的特色。尤其

對於書目的著錄方式，不僅著錄書名、卷數、冊數、作者及刊刻年代與刊刻

者，還將書中的所有序跋，書的版式行款，以及與該書有關的撰寫、刊刻或

板本流傳訊息摘錄下來，並附上各書之書影，編製索引以利讀者使用，頗為

贊賞。圖書館先前出版這些書目時，受限於經費僅能印製若干本，目前已無

庫存；中文系阮美慧主任提議再印若干，以備大陸學者交流時可以贈送。其

中，《方師鐸先生贈線裝書目》，也在增印之列。此書本無書影，我們趁重印

的機會，增補內容，重製索引，如此，使用者可以就書中所著錄的內容與書

影瞭解此書的基本資料。 

方老師捐贈的線裝古籍，分為五部五十八種，以經部三十八種最多，其

中又以小學類的三十五種居冠。間有硃、墨兩色之註語於書眉，可見其研讀

該書或對內容上的偏重。 

如：《廣雅疏證》(淮南書局本)牌記有硃筆題：「民國二十有五年，置於北

平；時正攻訓詁於北京大學也。溽暑中擬讀此書一遍，兼注音標。鐸止方師

鐸誌。」方老師受業於沈兼士、錢玄同、羅常培、唐蘭等前賢，專攻聲韻學、

訓詁學等領域，溽暑中，讀《廣雅疏證》，這當只是老師真積力久的一個例子

罷了。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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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義疏》(四部備要本)之〈序〉末硃筆題：「民國五十二年春，在東

海大學開爾雅課程，將全書重新編號。師鐸」，又在該書襯葉硃筆題：「民國

五十二年四月，又讀一過。師鐸」。可以窺見老師在中文系三十多年，講授聲

韻學、訓詁學、爾雅、詞彙學等課程，備課是如何的用心。 

 

老師的教學與治學，胡楚生教授讚譽他「宏觀巨識，造極精微」，甘師母

陳安桂女士回憶方老師上課所說：「到大學受教育，目的在追求真理，以及學

理上的解決與突破；而最終目的，在促使人類文明日日新。並提醒我們，做

學問頂要緊是選定目標，就性之所近，找一條路，做系統的研究」。 

筆者於求學階段，有幸在老師的身邊工讀，協助蒐尋資料、抄寫資料以

及據他口述構思而記錄下來的工作。有時工讀時間，閒談中，老師會說他是

教書匠。到碩士班上課時，老師又再談這樣的事。之後，從他遺留的眾多文

件，才發現他自云為「教書匠」的真正涵意。如，他在講授「成語分析」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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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前，將課程安排為十七次 1，各週講授皆有其範圍，如： 

1.成語的定義與成語的用途，2.成語與傳統文學之關係，3.成語與語

法學、修辭學之關係，4.成語與詞源學、訓詁學之關係，5.成語中所

包含的民族思想，6.成語中的歷史故事，7.成語應分三級處理，8.成

語有其自己的規律，9.成語的外型結構，10.成語的語法規律，11.成

語的特殊句型，12.成語的分題研究，13.成語的語義問題，14.成語有

其特殊使用場合，15.成語有其特殊使用範圍，16.意義相近的成語群

之對照研究，17.綜合討論。 

他所謂的「教書匠」，是認為上課必需講得清楚，要讓受教者明白個中原委，

才是稱職的。因此在授課之前，會先編寫教學大綱、授課計畫與教材；為使

修課者徹底明白成語的意義與所使用的場合、範圍、對象及成語在句子所擔

當的職務，並將所有的成語抄寫成單張卡片，由選修課程者分組來分類、討

論、練習。對於無法用語法結構來說明的成語，先生則盡量找出該成語的歷

史淵源，並詳加解釋。可說，開課之前，已將學期中的各種狀況模擬一遍，

以期課程所講授的，學生都能明白。 

又如擬開授「唐詩格律」課程時，撰寫《唐詩的格律》一書，作為上課

教材，供學生研讀。雖然完稿於 1988 年 12 月，由筆者打字排版為電腦檔；不

過，方老師當時對於初稿頗不滿意，一再修改。聽方師母談起，已有部份成

果，惜未能目覩。後來在他的《淺說唐詩》稿件(方師母謄稿)所夾紙條寫著：

「78 年 10 月 7 日寄交《中央日報》〈長流版〉」，惜未被刊載。這時才知道《唐

詩的格律》何以始終未見定稿，原來他打算以《淺說唐詩》為題，作更深入

淺出的解說，做為眾人研讀唐詩的基礎。在第一篇「怎樣研讀唐詩」，告訴我

們要從「歷史觀念」和「語文運用」兩方面著手： 

「歷史觀念」是闡明唐詩內在規律和外表形式之如何逐步形成，唐代

社會大眾如何熱愛唐詩、為唐詩加油喝采，促使唐詩成為全民愛好的

藝術。「語文分析」則是從字數、句式、平仄、對仗、詞彙、句法、修

辭等方面，作各別的綜合探討。 

則是希望能由此「發掘出唐詩之所以獲得劃時代的輝煌成就，並非由於少數

                                                 
1 按，此教材係根據方師母於 1981 年 9 月 17 日至 1982 年元月 7 日間，在課堂聽講所

抄的筆記，講授「成語分析」共十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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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詩人的天才橫溢，而是六朝以來文人累積下來的創作經驗所形成的。」 

這當中呈現的觀念，和他經常告訴學生，不要妄自菲薄，不可急功近利，

金字塔是由眾多的石塊堆積而成，只有默默的、腳踏實的紮實努力，才能建

構未來輝煌成果是相同的。所以《唐詩的格律》，藏之篋囊，是作為撰寫時修

改的藉資而已。 

因此，甘漢銓先生在〈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老師留下來的〉

說：「這些作品(指《論文集》收錄的文章)呈現了老師治學為文一貫的作風：

精闢細密、具體深刻、清晰生動、幽默自然。即使隔了半個世紀，讀起來仍

然讓人喜歡，讓人佩服，讓人感動。」 2 

關於方老師的治學，《廣雅疏證》魏張揖〈上廣雅表〉之書眉有墨筆注二

則，一云： 

《爾雅‧釋訓》釋文引張揖雜字云：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襄二十九年

《穀梁傳》云：此致君之意義也。 

二云： 

臧氏在東曰：張稚讓言，叔孫通撰置《禮記》，不違《爾雅》。然則《大

戴禮記》中當有《爾雅》數篇，為叔孫氏所取入。故《白虎通義》引

《禮記‧親屬記》：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女子先生為姊，後生為

妹；文出〈釋親〉。《風俗通義》引《禮‧樂記》：大者謂之產，其中謂

之仲，小者謂之箹，文出〈釋樂〉。《公羊‧宣十二年》注引《禮》：天

子造舟，諸侯維舟，卿大年方舟，士特舟，文出〈釋水〉。《孟子》：帝

館甥于貳室。趙注引《禮記》：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文

出〈釋親〉。則《禮記》中之有《爾雅》，信矣。」 

這二則註語，與他強調「歷史觀念」顯然有關，從傳統文獻中尋找證據以明

〈上廣雅表〉的言之有據。 

在評葉俊成〈平水韻的研究〉學士論文，提出「利用歷史學的眼光及語

音學的知識」，說： 

明清以來的文人學者，對《平水韻》，大概不外兩種看法：一是深通音

韻的小學家，以為《平水韻》是「考之於古，無一合焉者也」(見顧炎

武《音論》)。一是吟風弄月，不知二百六韻為何物的文人，以為《平

                                                 
2 見《方師鐸先生全集(二)--論文集》，謝鶯興編，方謙亮發行，民國 9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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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韻》就是《陸韻》之舊，奉之唯恐不力。雖有好學深思之士，想從

版本目錄方面，解決這一問題，如錢大昕有<跋王文郁平水新刊韻略

>(見《養新錄》)，王國維有<書金王文郁新刊韻略、張天錫草書韻會

後>(《觀堂集林》)；然都限於資料及方法，無法作更進一步的研究。

本篇論文利用歷史學的眼光及語音學的知識，揭露《平水韻》的真面

目，並給與以中國韻書史上的合法地位，實為一大貢獻。 3 

在〈從「用韻」推定「孔雀東南飛」詩的時代〉利用「押韻斷代法」和

「詞彙斷代法」的方法，說： 

是文利用中國音韻學中發展出來的「押韻斷代法」，即由已知推測未

知，從紛歧複雜的客觀現象中，抽繹出此一事件的特點，加以深入的

擴大研究，找出此一事件在演變過程中所失落的一環，試由「抽韻字」

來推測<孔雀東南飛>詩的時代。 4 

在「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開了一門『論文討論』的課；目的是想

給二年級以上、將要撰寫碩士論文的同學一點幫助」而撰寫〈中國文學研究

法舖路〉，提出： 5 

從歷史淵源和現階段中文系課程的安排方面，說明文學內涵之改變，

並指明今後治中國文學者應走的道路。在建立中國文學研究法方面，

就觀念、態度、方法等三方面作仔細的分析與解說：主張應以歷史的

觀念，求真、客觀、公正的態度，從各種不同的角度，運用各種不同

的方法，求得最完美的結論。 

在在顯示方老師的治學，著重於「歷史的觀念」，要「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運

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才能得到「最完美的結論」。 

因此，甘漢銓先生對於方老師做學問的態度與宏富的著述，曾有感而發

地說： 

畢生研究小學，從事語文的研究和教學、應用和推廣的工作；從大學

時代開始，未曾間斷，從無怠懈，一直到死而後已。超過一甲子的歲

月，浸淫在這個無比艱澀的領域中；不但有卓越的學術成就，完成了

                                                 
3 引自該篇學士論文評語，1963 年 6 月。 
4 見《東海中文學報》第 1 期，後收入《方師鐸文史叢稿．專論下篇》。 
5 見《方師鐸文史叢稿．專論上篇》，後刊載於《中國文化月刊》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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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高品質的著作，而且真正樂在其中。老師對語文研究的興趣是廣

泛而全面的，尤其難能可貴的是，老師能將研究和生活融為一體。日

常生活中的任何語言現象，老師都能夠以他最敏銳的專業素養，指出

問題所在；又以最細密最精闢的學術理論，把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再進一步以老師獨特的人格特質，用最淺近幽默的筆調，寫出一篇篇

從命題立意、到內容見解、到行文用字都別具一格，而真正讓人喜歡、

佩服和感動的文章來。 6 

甘先生所說的：「日常生活中的任何語言現象，老師都能夠以他最敏銳的

專業素養，指出問題所在；又以最細密最精闢的學術理論，把問題分析得一

清二楚」，這就是筆者在方老師身旁工讀期間所獲得，且認為他是「不叩不

鳴」，「大叩則大鳴」的「學徒制」主張之奉行者。不論是否為及門弟子，凡

有提問者，必詳加解答，竭盡所能的讓問者清楚明白。 

誠如方老師在〈朱自清的「匆匆」(3 之 1)--從語法結構語義內涵寫作技巧

上分析〉 7說： 

本文試圖用語言學的方法，就語法、詞彙、語義、修辭等方面，分析

朱自清〈匆匆〉一文究竟「好」在哪裏，並將形成「好」的原因一一

列舉出來。用科學的語言學的理論和方法，來分析純文藝的作品，是

一項新的、大膽的嘗試，本文利用語言學的方法，從句式、句型、構

詞、詞組結構等方面下手，但對原文的主題、布局、篇章結構、語義

內容、以及舊詞彙所引起的語感等，也作全面性的綜合考察，尤其注

重該篇前後呼應，關節連繫，脈絡貫穿，氣機流暢，由語感而引起的

聯想和共鳴，但不太機械式的分割。 

如果要完整討論方老師的治學，實非筆墨所能盡言，不論是以「歷史的

觀念」，「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不叩不鳴」，「大叩則大鳴」的方法，「從命

題立意、到內容見解、到行文用字都別具一格」，我想還是在於他有「創新的

精神」，願意「大膽的嘗試」，並採用「科學的方法」成就他的學問的。

                                                 
6 甘漢銓<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老師留下來的>語，收於《方師鐸先生全

集(二)--論文集》，謝鶯興編，方謙亮發行，民國 93 年 3 月。 
7 見《書和人》第 416 期，後收入《方師鐸文史叢稿．專論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