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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君仁先生傳（1901-1978）

林麗真撰述

戴君仁先生，字靜山，筆名童壽，浙江鄞縣人。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

月十六日生於縣之東鄉大堰頭祖居。家世力田。父杏柏公諱廷諤，清末以拔貢朝

考一等，分發河南省知縣；入民國，先後歷任湯陰、武安、湛、沘源各縣縣長；

所在皆有惠政，民愛戴其德。先生因隨父宦，在開封入小學，嗣入汲縣中學，以

才華早粲，又飫庭訓，中學未卒業，即跳級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旋升本科中國

文學系，受教於沈兼士、吳瞿安、黃晦聞、張孟劬之門。於是淹貫經史，游衍文

辭，諸先生因其卓犖，皆加雋賞。沈兼士先生尤深許之，因從治小學訓詁。十二

年先生自北大畢業，受聘於天津南開中學為教師，兼授大學部國文，始撰〈轉注

說〉，時年二十四。

十五年冬，母童太夫人喪，返里丁憂。因遇革命軍北伐道阻，遂留浙，就杭

州一中教席。十七年反甬，執教浙江第四中學（又稱寧波中學）。次年，受聘杭

州高中文科部主任，兼授浙江大學課。二十一年，專任浙大講師。身處亂世，漂

如轉蓬，卻仍撰成《中國文字構造論》一書出版。

二十三年，許壽裳先生長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聘先生為文史系教授，兼

院長祕書，乃辭浙大北上。二十六年，抗日軍興，北平淪陷，以夫人臥疾，不及

走，乃杜門不出者經年。時北平各大學多遷內地，唯輔仁大學以西人創辦故，暫

為學者傳薪之所。二十七年，沈兼士先生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召先生出，遂

任教該校女生部，講授聲韻學，並任中文、歷史二系國文課。此期，先生有詩云：

「奈何困厄來，中年值喪亂，陷城蟄六載，暗吞淚可盥。」可以想見先生因憤慨

異族侵華，心情憂傷沈重難言。

三十三年，因友人李季谷先生籌辦魯蘇皖豫邊區學院於河南，首邀先生來

助，遂間關南行。既至河南，而中原戰事日亟，乃赴陝西城固，執教國立西北

大學，講授文學、聲韻、訓詁之學。迄抗戰勝利，又隨校自城固遷西安。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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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七月，始辭西北大學教職，而應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即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前身）之聘，攜眷來臺。

三十七年，轉應國立臺灣大學聘，為中國文學系教授。自是講學臺灣，蓋

三十年，不無播遷，以終其身。此間均以臺大教席為主，旁及東海、輔仁、東吳

諸大學。四十四年，臺中東海大學成立，校長曾約農先生敦請借聘二年，為籌創

中文系。四十六年，臺大休假，又續為東海大學禮聘為客座教授一年。五十二年，

輔仁大學在臺復校，亦請借聘主持中文系務一年。除此四年之外，先生在臺歲月，

均全力貢獻於臺灣大學中文系。六十年。依例退休，仍為博士生導師，兼授研究

所課程。輔仁、東吳大學，於其退休後，亦特禮聘為講座研究教授。故其晚年，

每有三校弟子日侍門庭，而先生亦諄諄教誨不倦。

先生五十八年，曾罹患心臟病，體氣漸弱。六十五六年夏秋，又以代謝病及

腎炎先後入院治療。差愈，復背上尿袋，繼續講學不輟，且豪邁自謂：「我乃似

佩劍教書。」夫人屢勸阻之，仍不肯止。六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猝中風，即不能

言；延至十二月九日，終以心臟衰竭，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七十有八。

綜觀先生一生，任教中學凡四所，大學凡十所。抗戰期間，北至平津，西至

陝西，南至浙杭，皆有教績；戰後旅臺，桃李門生更是遍及臺大、師大、東海、

輔仁、東吳各校。則先生自二十四歲始任教席，至七十八歲終，凡五十四年來，

幾無一日不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並指導論文寫作。其「教不厭、誨不倦」

之教學精神，殆如源泉滾滾，不捨晝夜，堪為當代「老師宿儒」之典範。

先生於學，考證、辭章、義理兼治。初治訓詁小學；後居杭州、北平，日遊

馬一浮、熊十力先生之門，以問天道性命之學，於是沈潛涵泳，所詣乃益深遠。

學界咸稱其崇六經而尊孔孟，法程朱而篤踐行；徵實於考據，歸本於義理。其講

學上庠，初以文字、聲韻、訓詁為主，並授詩文古辭。晚乃講「經學史」、「宋

元明儒學案」及「古文討論」諸課，蓋憂世支離，恐學者迷其方，特以傳示文化

之大統為心。畢生著述，老而不倦。所著有《中國文字構造論》、《談易》、《閻

毛古文尚書公案》、《春秋辨例》、《梅園論學集》、《梅園論學續集》、《梅

園論學三集》、《梅園雜著》、《梅園詩存》、《梅園外篇》，合為「梅園十種」。

總題《戴靜山先生全集》。

先生嘗自述其學思歷程云：「我在大學讀書時，愛好文字學，畢業後在各大

學教書，也喜歡講些文字學方面的知識。來到臺灣，在臺大還是教文字學和訓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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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字學可算是我的謀生工具，是我養身的食糧。而我用來作精神食糧的，

卻是另一種學問，就是為現代人不大喜歡的理學。」又云：「我開始看理學書，

那時還不到三十歲。我首先看的是《傳習錄》，後來看《二程全書》。嗣後才看

朱子的書。我看這些書，是用來治我的毛病的。我自幼喜歡空想，可以無端從一

件事想起，輾轉的想入非非，想得腦袋痛。有時想到自身利害有關的問題，無端

悲喜，種種煩惱，熾然於胸。看些理學書，心氣可以平靜些，我無意成為一個理

學家，但是看久了，不期而想寫幾句。……由於我愛看朱子的書，先是研究朱子，

後來頗漸轉移到漢儒，又轉到經學思想史，因而集內頗有關於儒家思想史的論

文。」據此，可知先生為學，先由小學轉至理學，再至中國經學史與思想史；故

其述作，率循漢宋折衷之路，不發空言，言必有據。晚年講授「宋元明儒學案」，

亦皆出自心之所安，雖未嘗崖岸自高，而義理有得於心，自是鞭辟入裏，高人一

等。其門生皆謂老師解經之語，句句鏗鏘，生動警策，有如暮鼓晨鐘，深喚人心

儆醒向上。

對近世學風之厭棄儒學，先生深有所感云：「近大半世紀來，儒家在中國社

會上已不受尊崇，頗有人以為中國科學不發達，由於儒家保守主義作了障礙，這

實在是錯怪了儒家。但你若作衛道式的呼號，是不容易得人同情的。我現在只根

據些實在的材料，或真確的事實，來看儒家――尤其是宋儒。」先生有心衛道，

卻不徒發口號，乃以訓詁實證之法，做闡明儒家義理之學問；其著書立說之宗旨，

不在小學，而在理學，故綜覽獨照，一攝於理；渾融擘析，惟求至當，都講南北，

迪化青衿，務為敦勵節操，勉尚志守，慎本末之序，祛門戶之私，期以明德而致

遠，約禮而博文。

然而，先生之才華與貢獻，卻不僅限於小學、理學與經學，而更及於詩古文

辭。其所編著之《詩選》及《高中國文課本》，數十年來，皆為臺灣各大專院校

及高級中學沿用為基本教材。徐復觀先生盛讚其詩云：「我以為戴先生最高的成

就是他的詩，同時很難有人可與之並駕。他詩中有『四人詠』。所謂四人。是指

詩人、美女、志士、壯夫四種人。第一首：『詩人侔造化，得心之同然。體物無

遁遺，如我所欲言。』又『契妙忘年義，緣情通後先。群生雖殊分，於此徵一源。』

可見他心目中的詩人，是聖賢的感情化，感情的聖賢化。所以假使我稱他是為出

色的詩人，也絕不會使他的『學人』的地位減色。」先生詩作，澹雅省淨，格調

高古；尤其五古，蒼勁典重，頗與後山、簡齋相似；而以清潤娟秀之筆蘊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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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學之作，則又饒富宋詩之韻味。如其詩云：「餓臥何需百尺樓，曲肱小閣

足神遊」、「我與淵明同一室，終朝相看兩忘言」、「獨立小窗看暮雨，翩然一

雀下庭心」，不僅具有儒家不忮不求之胸懷的風骨，更已達至道家超然忘我之高

遠境界。故徐先生賞其詩兼尊其人，云：「戴先生的思想和性格，有些和陶淵明

相近。陶淵明是以儒家思想立根基，而以道家思想為作用的。陶淵明的性格，是

『悠然見南山』的襟懷，是『提劍出燕京』的筋骨。不僅《梅園詩存》中的和陶

詩，極有陶詩的情味；其他篇什，樸厚溫潤，使讀者挹之不盡，殆一如其人，一

如其家，這是從性情生活中流出的詩。」

先生之為人，誠然一如其詩：純粹貞靜，樸厚自然；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

遠。事親孝，交友篤。臺大、東海中文系已故名師如臺靜農、許世瑛、鄭騫、屈

萬里、徐復觀等，皆其摯交。凡與接席者，莫不醉其醇和。尤於學生，先生皆樂

所獎掖；其有片善，即讚譽不絕，人咸尊其通德。而今先生雖已作古，其門生或

有治經學者，或有治小學者，或有治理學者，或有治思想史者，或有治詩文者，

皆能紹述其業，光大師門。先生之於臺大中文系，當係開宗名師，博學鴻儒；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國醇儒，學人氣象，是經師，亦是人師，誠

令人緬懷不已也。

戴君仁先生學術簡表

一九○一年　一歲

八月十六日生於浙江省鄞縣。

一九一七年　十七歲

八月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

一九一九年　十九歲

一月與顧志鵷女士結婚。

八月入學北京大學本科中國文學系。

一九二三年　廿三歲

六月自北京大學畢業。

八月任教天津南開中學，兼授南開大學國文。

一九二六年　廿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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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轉注說〉。

一九二七年　廿七歲

春，任教浙江第一中學。

一九二八年　廿八歲

一月辭去浙江第一中學教職。

二月任教浙江第四中學。

一九二九年　廿九歲

夏，任浙江高級中學文科部主任。

九月，任國立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兼任講師。

一九三一年　卅一歲

撰《中國文字構造論》。

一九三二年　卅二歲

撰〈五言詩發生之研究〉。

一九三四年　卅四歲

出版《中國文字構造論》。

八月任北平大學文理學院文史系教授，旋兼院長祕書。

一九三八年　卅八歲

七月辭去北平女子大學教職。

八月任北平私立輔仁大學講師。

一九四○年　四十歲

八月撰〈萬曆解〉。

一九四四年　四四歲

一月辭去輔仁大學教職。

八月任教國立西北大學，講授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

一九四七年　四七歲

七月辭去西北大學教職。

八月來臺任教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一九四八年　四八歲

七月辭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職。

八月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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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　五一歲

陸續發表古詩文研究二十餘篇。且自是年起，幾乎月月皆有學術性

論文發表在臺灣各大學報期刊。

一九五二年　五二歲

出版編注《詩選》及高中國文教科書一、三、五冊。

一九五三年　五三歲

編撰高中國文教科書二、四、六冊。

一九五四年　五四歲

出版編注《宋詩選》。

一九五五年　五五歲

八月應私立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先生之借聘，主持策畫成立中國文

學系。

十一月就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九五六年　五六歲

八月東海大學借聘期滿，返回臺灣大學任教。

一九五七年　五七歲

八月起臺灣大學休假一年，受聘為東海大學客座教授。

一九五八年　五八歲

臺灣大學休假期滿，返系任教。

一九六一年　六一歲

十一月出版《談易》。

一九六三年　六三歲

三月出版《閻毛古文尚書公案》。

八月借聘任輔仁大學在臺復校首任中文系主任。

一九六四年　六四歲

輔仁大學借聘期滿，返回臺灣大學任教。

十一月出版《春秋辨例》。

一九七○年　七十歲

九月影印手鈔《梅園詩存》三百冊，分贈親友。

出版《梅園論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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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　七三歲

八月自臺灣大學退休，改任兼任教授。

九月兼任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一九七四年　七四歲

十一月出版《梅園論學續集》。

一九七五年　七五歲

六月兼任東吳大學研究教授。

出版《梅園雜著》。

一九七六年　七六歲

重新出版舊作《中國文字構造論》。

一九七八年　七八歲

十二月九日逝世，享壽七十八歲。

一九八○年

七月刊行《戴靜山先生全集》。

二○○○年  

十月，臺大中文系舉行戴靜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出版《戴靜山

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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