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勋初的学生时代是极动荡
的。

他出身书香门第，伯父与父
亲都是老师。

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
办，父亲失业回家。

兵荒马乱，周勋初的学生时
代在辗转中度过：小学5年，他换
了5所学校；中学4年，他换了4所
学校；高中3年级入学不久就被发
现患上肺病，又卧床了3年……

1948年时，卧床已有1年多
的周勋初大口吐血，被紧急送

医，当时的他脸色土灰，实已濒
临生命的终点。万幸的是，当时
链霉素正进入上海。父亲在高
利贷的盘剥下买了药，才最终救
下了周勋初。

周勋初前前后后一共生了7
年肺病。他曾说，如果没有父母
以及哥哥、妹妹的关切，自己不可
能活下来。“因此在我的一生中，
亲情自然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1950年全国高考，周勋初考
上南京大学中文系。至此，他走
上了治学的人生。

家庭

不胜哀伤。
3月11日夜间，学界泰斗周勋初先生逝世，享年95岁。
周勋初先生生前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兼任江苏

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
他一生治学，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著述宏富，在凤凰传媒出版图书

30余种，是凤凰传媒重要作者。2019年 10月 18日，在首届凤凰作者年
会上，先生获颁“金凤凰”奖章。

他潜心育人，培养出学界中流砥柱，桃李满天下。
高山仰止，春风化雨。这篇文章，我们一起缅怀周勋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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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弱的少年，走过动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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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说过这样一番话：
“回顾前尘，觉得自己胡里胡涂

地闯入古典文学的领域，真是人生
一大幸事……现在这样延年益寿到
八十多高龄，还在吃人民的大米，不
断推出一些成果。”

2000年，七卷本《周勋初文集》
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更名凤凰出
版社）问世。

往后20年，他仍笔耕不辍。
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先后推出

了《李白研究》（2003年）、《李白评
传》（2005 年）、《馀波集》（2008
年），而他主持编纂的《全唐五代诗》
（初唐、盛唐部分）、《宋人轶事汇编》
也都在2014年出版。

2015 年，他在弟子们的协助
下，完成了《文心雕龙解析》的修订

增补工作，并于年底出版。2016
年，他又出版了《唐诗纵横谈》。此
外，还有两种自选集《江苏社科名家
文库·周勋初卷》和《锺山愚公拾金
行踪》问世。

2023年，新版《周勋初文集》20
册由凤凰出版社出齐。这些著作观
照时间纵跨先秦至近现代，范围横
跨文献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具
体包括楚辞学、诸子学、文学批评
史、学术史等，全面、集中地展示了
先生的学术成就。

2016年，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
传播工程启动。启动会上，87岁的
周勋初先生冒着严寒，亲临现场，在
他看来，既然要梳理江苏文脉，就要
把握住江苏文化的两个特征，也是
江苏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

首先，江苏是中国文化融合、发
展和复兴的重要基地；其次，江苏是
中国和海外文化交流的前沿，是近
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地区。

周勋初曾把读书比作蜘蛛结
网，鲐背之年，依旧忙碌的他乐在其
中。

“其实，我一直以来，每天工作
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下苦功夫是
一方面，但下功夫不一定会成功，需
要的是眼光。看书多不一定就是知
识广，关键是要方向对头，效率高。”

年过九十，回望一生，周勋初感
慨良多，他说自己一路走来艰辛与
欢乐相随。他还说，“人的一生，来
也匆匆，去也匆匆，既不必为自己的
点滴成就而自我陶醉，也不必故作
谦虚而妄自菲薄。”

凤凰传媒重要作者
学界泰斗周勋初逝世，享年95岁

“步入正常的读书生涯，是到
南京大学开始的。”周勋初曾回
忆道，很多那个时代的大师都深
切影响过自己。

比如胡小石，影响了他对古
代文学的研究方法。比如方光
焘，言必己出的精神让他大为受
益。

不光在学术上，在生活上，他
也受到了老师们的照顾。

周勋初曾感慨：“我在最艰难
时能一步步走过来，主要是得到
他们的帮助。我很珍惜在人生
最黯淡时得到的温暖。”

1956年，胡小石开始招收副
博士研究生，他表示希望周勋初
可以继续跟他学习。

于是那一年的年底，周勋初
考回南京大学，以后便再也没有
离开过。

上世纪70年代，他参加法家
著作《韩非子》注释组，负责拟订
体例和统稿等工作。

外出访书过程中，他亲手翻

阅诸多珍善秘本，饱览祖国山
河。

上世纪80年代，全国高等院
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
立，之后各地有条件的高校成立
了古籍所，周勋初出任南大古籍
所所长，于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
古籍整理项目。他花费了大量
的精力钻研唐代文学，还与一些
友人主持《全唐五代诗》的编纂。

上世纪90年代，周勋初依然
忙碌。据他回忆，那段时间自己
做了一件颇为“惬意”的事：将我
国流散在外的珍贵古籍唐钞《文
选集注》迎归故土，编辑加工出
版，并在本世纪初，筹划出一种
增补本。

他在《无为集》中形容自己是
“顺其自然地攀登”。

他还说，读书治学的过程，应
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随波逐
浪，人云亦云，而要独立思考。

“分清步骤，一步一个脚印，日后
自可取得成功。”

周勋初曾说：“我的本职是教
师，自当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

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他
一直担任南京大学古代文学重点学
科的学术带头人。

谈及教学与科研，他有独到的
经验：

“治学之始，即不拘守本师的原
有矩矱，随后多方探索，不断开拓，
也就体现出本学科的理念。”

当年，方光焘曾指点周勋初：人
在五十岁之前，可以放得开些，多进
入一些领域；五十之后，慢慢收拢，
集中到一两个点上，深入下去，写上

一两本书，五十年内有人来阅读和
使用，也就可以了。”这对周勋初的
教育理念影响很大。

周勋初曾说：“我关心学生，但
决不以培养学生的方式建立什么派
系。我是一名教师，长期担任学科
带头人，即使与我没有师承关系的
年轻人，也都一视同仁。”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他的团
队云集了大量的学术大牛，大家相
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合作，自始至终
打成一片。

他的学生也遍及海内外，受他
指导的外国留学生来自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
周勋初表示，不论是师生关系，

还是团队合作，都应植根在感情基础
之上，不能时时用功利之心对待。

“由于自己一直在亲情的温暖
下才能求得生存，在老师的关怀下
才能得到成长，前时身处逆境，犹如
置身寒冬，但总觉得人间自有真情
在，因而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如
今忝为人师，也应像亲长那样，真情
待人，多为人家着想，这样自然能够
培植起一个和谐的团队。”

“我可以无愧地说，我尽力了。”
周勋初这样评价他的教学生涯。

始终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育人

一步一个脚印，顺其自然地攀登

治学

回望一生，艰辛与欢乐相随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