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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界 有“ 北 季 南 饶 ”之
誉。“北季”指的是北方（北京
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季羡
林教授对饶宗颐先生尊敬有
加，他盛赞饶宗颐教授：“近
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
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
大师就是饶宗颐。”

饶宗颐教授的学问来自
于家学渊源，他说：“我有五个
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
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
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
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
学派的治学方法。”他 18 岁
时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
志》，弱冠之年即受聘为中山
大学广东通志馆兼任纂修。

饶宗颐教授在治学方法
上最大的特点是“通”，即打
通所谓的专业学科隔阂。在
他 眼 里 ，没 有 历 史 学 、考 古
学、文献学等等学科的界限，
需要什么材料做佐证就去哪
里找材料，季羡林先生论饶
宗颐说是“地下实物与纸上
遗 文 ”“ 异 族 故 书 与 吾 国 旧
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
他都运用得非常棒。

饶宗颐教授做学问的宗
旨是“求真求是求正”，而要
达到这个目标，创新是他一生
治学的追求，套用现在时髦的
话 说 ，就 是“ 创 新 永 远 在 路
上”。季羡林《<饶宗颐史学
论著选>序》：“从世界各国学
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
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
守阙，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
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
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
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
息，永远奔流向前。讨论饶先
生的学术论著，我就想从这个
观点出发。”

讨 论 饶 宗 颐 教 授 的 成
就 ，我 们 不 能 不 谈 他 对“ 潮
学”研究的巨大贡献。他是
潮学的领袖。1991 年，在澳
门 召 开 的 世 界 潮 团 联 谊 会
上 ，饶 公 作 了“ 何 以 要 建 立

‘潮州学’——潮州学在中国
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的演讲，
指 出 潮 州 文 化 历 史 渊 源 深
远，研究者眼界要放宽，因为

“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
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
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
内涵的一部分”。潮州学，或
曰岭东文化则是岭南文学的
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中国
文化史上，内地移民史和海
外拓殖史，潮人在这二方面
的活动的记录一向占极重要
的篇幅，……久已引起专家
们的重视而且成为近代史家
崭新的研究对象”。再其次，
粤东本土历史、粤东考古、潮
汕文献、方言、潮剧和潮州音
乐等，“具见潮州文化若干特
殊现象，已不仅是地方性那
样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
化 史 上 的 重 要 环 节 与 项
目。……潮州学之内涵，除
潮人在经济活动之成就与侨
团在海外多年拓展的过程，
为当然主要研究对象。其与

国史有关涉，需要突出作专
题讨论，如潮瓷之出产及外
销售、海疆之史事、潮州之南
明史等等论题”。

饶公登高一呼，应者云
集，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
心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便立即着手编辑出版《潮学研
究》，并于 1993 年年底正式出
版了《潮学研究》创刊号，饶公
亲任主编，并为刊物题签。同
年，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在
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并于 1994
年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会议论文集。1997 年底，在汕
头大学召开了第二届潮学国
际研讨会。至今，《潮学研究》
已经出版了 22 辑/期，发表论
文 200 多篇。潮学国际研讨
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三届，不
但在潮汕本土举办，还在香
港、北京、广州等地和马来西
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和新
西兰等国举办，在国内外形成
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这都
有赖于饶宗颐教授揭旗引导
之功，功莫大焉！

30 年后再回首，当我们
看着潮学研究数百本著作和
数千篇论文的丰硕成果的時
候，饶公当年筚路蓝缕，以启
山林，创办《潮学研究》作为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之重要学
术园地，发表老一辈资深学
者的宏文，培育新一代学者
对潮学的爱好和坚持，不得
不佩服饶公之高瞻远瞩也。
饶公当年所“拭目以俟之”的
建设潮州学之预言：“十年以
后，研究成果，必大有可观，
钩沉致远，深造自得，蔚为国
史之要刪。”现在我们可以自
豪地向饶公汇报：“您老的预
期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

总之，饶宗颐教授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历史上
的一座高峰，是汉学昆仑，是
潮学领袖。在今天，我们研
究岭南文脉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要学习他的“活到老学
到老”，终生治学不辍，创新
永远在路上的精神。诚如季
羡林教授所云：

“ 学 术 的 长 河 奔 流 不
息。再加上新的科技成果也
风起云涌。如今电子计算机
已经不仅仅限于科技领域，
而是已经闯入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的范畴。我们从事社
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再也
不能因循守旧，只抓住旧典
籍、旧材料不放。我们必须
（像饶宗颐教授那样）扫除积
习，开阔视野，随时掌握新材
料，随时吸收新观点，放眼世
界，胸怀全球；前进，前进，再
前进；创新，创新，再创新。”

日前，记者走访饶宗颐学术馆时，
该馆工作人员王奋向记者介绍了饶宗
颐先生的许多事迹，其中，就有一个饶
宗颐先生首执教鞭时的趣事，令人印象
深刻。

王奋翻阅起由陈韩曦所著的《饶宗
颐 东方文化坐标》一书，向记者展示内
文并娓娓道来：1938年，侵华日军攻打广
州城，广东通志馆被迫关门，饶宗颐回到
家乡潮州。那个时候，在韩山师范专科
学校任教已有10年的詹安泰先生因生病
而无法授课，急需找一位替课老师，所以
向校长李育藩举荐饶宗颐代课。

但是，这件事情却出了一点小插曲
——二十出头的饶宗颐，个子瘦小，年
纪与韩师的学生相仿，有的学生甚至比
老师还大，大家感到无法接受，他们集
体找到李校长，要求换人。但李校长碍
于饶宗颐是“岭南词宗”詹安泰所推
荐，决定让饶宗颐试讲，再由学生自主
定夺他的去留。

试讲内容是神韵训诂文学和诸子
百家方面的知识。饶宗颐家学知识和广
东通志馆纂修经验，一经运用到课堂上，
立刻形成他自己独特的一套教学风格。
他一上讲台声音洪亮、充满激情，讲课重
点突出，与学生多有互动，渊博的专业知
识一下子将学生的心给拴住了。第一堂
课上完，大家口服心服，一致要求这位新
老师留下来给他们上课。于是，饶宗颐
终于被学生留在了韩师。

这是饶宗颐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
从此开始了他 长 达 40 年 的 教 学 生
涯。他教导学生:读书要破万卷，研
究中国古代的词义，首先要阅读古代
史上的原始资料，要加以分析，另外
搜求扎实的证据，养成寻根究底的习
惯，才能真正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令人敬佩万分。

5月 23 日，“永远跟党走——《红
色汕头》系列连环画丛书首发式暨连环
画作品展览”在汕头市图书馆举行，该
丛书以连环画的形式反映汕头革命历
史，缅怀革命先烈。

5 月 25 日，备受关注的潮州镇海楼
（旧府衙）复建工程正式动工建设。该工
程是潮州古城提升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
将以点带面盘活古城文旅资源，推动潮州
古城展现新魅力。

5月22日，汕尾市首部原创红色题
材音乐剧《少年彭士禄》首演在市马思
聪艺术中心隆重举行，让观众重温了那
段红色记忆和催人泪下的革命故事，现
场掌声经久不息。

近日，揭阳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粤港澳
大湾区首批潮菜标准制定调研会（揭阳），积极
推进潮菜标准化工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
发展和“粤菜师傅”高质量发展。

（蚁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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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1年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暨广东省人
文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潮州举行。会议通
报全省人文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建设和调整情况，而潮州饶
宗颐学术馆获全省唯一年度考核评估先进示范基地，令许多潮
人深感振奋。

当下，文化潮州的招牌日渐打响，潮州不仅积极整合研究力
量，助推潮州千年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不少新文
化地标也陆续落地，成为新时代“潮”文化传承发展的创新载
体。创建于 1995年，并在2006年扩建的饶宗颐学术馆正是其
中之一。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到饶宗颐学术馆探馆，看到多批访客陆
续前来学习饶宗颐先生治学精神、高尚人格和家国情怀，感受国
学大师和家乡潮州的深厚渊源，该馆已变身众多游客市民感受
潮州魅力、倾听潮州故事的“文化讲堂”。

饶宗颐教授与“潮学”

饶宗颐：21岁首执教鞭与教育一生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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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积极整合研究力量潮州积极整合研究力量，，助推潮州千年文化创造性转化助推潮州千年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

行过广济桥，穿过广济楼，映入眼帘
的一幢典雅建筑，门上题着“颐园”二
字，此处正是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

走进馆内，一幅潮州传统民居特色
的园林建筑画卷徐徐展开，青瓦白墙、绿
柳闲亭、自在游鱼、翰墨书香，置身其中
令人陶醉。

饶宗颐学术馆工作人员王奋向记者
介绍，该馆占地面积超 5800 平方米，建
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是潮州市政府为
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建造的学术
馆，也是海内外第一家饶学研究机构。

记者走访看到，馆内现有 3 个常设
展厅，分别介绍饶宗颐先生的生平事迹
和荣誉、学术研究成就，以及其各个时期
的书画艺术作品。其中，吸睛的展品不
少，如饶宗颐先生秀雅工整的论文手书、
令人惊艳赞叹的潮州八景小画、饶宗颐
先生为广济桥的题字作品等等，不少访
客驻足展前认真欣赏，既有白发学者、也
不乏稚气孩童。

祖籍湖南的姚女士就带着女儿从汕
头驱车前来“追星”，她告诉记者，女儿
是书法爱好者，听说潮州古城内有个饶
宗颐学术馆，所以特地带她来熏陶学
习。“一圈参观下来让我深受震撼，一个
人怎么能有这么多学问？饶老先生非常

值得尊敬，无论是治学精神还是学术成
就，我都需向他学习，做好榜样、以身作
则，才能教育好下一代。”姚女士说。

当下，饶宗颐学术馆不仅是潮州新
文化地标，也是饶学展览和宣传的重要
窗口，更是海内外学人到潮州讲学治学、
考察交流的必到之地。“近年来，随着饶
宗颐学术馆的不断丰富升级，慕名前来

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学生、游客等人数，
这里成为一个‘人气馆’”。据王奋介
绍，该馆平均每年接待3万人次、近200
个团体，同时，该馆也与多个单位合作推
进青少年教育、红色教育、学术交流等系
列活动，如潮州市人文社科大观园、潮汕
三市青年诗人诗词大赛等，受到市民的
好评和肯定。

饶宗颐教授（1917 年 8 月 9 日—
2018 年 2 月 6 日），字固庵，号选堂。饶
宗颐教授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学术成
就驰誉寰宇，艺术造诣独步东西。他一
生笔耕不辍，治学领域遍及十多个门
类：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金石学、
史学、目录学、词学、楚辞学、宗教学、
方志学、文献学等，主要学术成果有《二
十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凡 14 卷 20 册
1200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饶宗颐教授通晓英语、法语、日语、
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 6 国语言文
字。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曾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等校，其间曾任教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
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曾任西
泠印社社长。曾于1962年荣获号称“西
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饶宗颐先生是
当代学术大家，他的成长与潮州文化的
滋养、潮人的文化基因以及家学影响密
不可分。而如何加强饶学研究、扩大潮
州名人名贤影响力，正是摆在潮州文化
品牌打造之路上的重要课题。

“潮州为什么能养育出饶宗颐教授
这样的国学大师？如何认识饶宗颐教授
对潮州故土深挚的乡邦情怀？饶学研究
对于潮州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一
个接一个的问题，就在今年2月以“饶宗
颐与潮州文化”为主题的第三期潮智汇·
潮州文化沙龙上响起。

韩山师范学院饶学研究所所长、《饶

学研究》主编赵松元在文化沙龙中提出，
潮州人杰地灵，可以说，近现代名人名贤
出现的数量之多，在全国地级市中，是少
有的，“希望潮州能够高度重视名人名贤
研究，进行系统性规划和宣传，这是‘爱
这个城市，呵护好她，建设好她’的一个
重要途径，它对于深度挖掘和展现潮州
文化的人文底蕴，有效推进潮州的文化
建设，从而讲好‘潮州故事’，延续城市
文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事实上，近年来，饶学研究一直在持
续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赵松元告
诉记者，韩山师范学院饶学研究所的
《饶宗颐研究》自 2014 年获得广东省人

文社科重大项目以来，课题组已出版《饶
宗颐诗学论著汇编》《饶宗颐七绝笺注》
等系列著述，成为近年来饶学研究领域
的重要成果，并屡获殊荣。“这些饶宗颐
文献研究方面的成果，为本书研究团队
深入阐析饶宗颐的精神人格及诗学、文
章学、艺术学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赵松元说。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2月，“饶学
联汇”在香港会展中心成立，由当时海内
外 24 家研究饶学的学术机构组成，如
今，“饶学联汇”逐步扩展，截至目前已
扩至约30家相关机构，饶宗颐先生在当
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壹 文旅融合流连忘返 让游客沉醉在古城

名人名贤研究讲好潮州故事 延续城市文脉贰

饶宗颐学术馆饶宗颐学术馆不断丰富升级不断丰富升级
内核提升内核提升打造打造历史文化地标历史文化地标

饶宗颐
学术馆的典
雅建筑风格
蚁璐雅 摄

潮州市人文社科大观园活动在学
术馆内举行（饶宗颐学术馆供图）

羊城晚报小记者在饶宗颐学术馆参观学习（饶宗颐学术馆供图）

市民带小孩到饶宗颐学术馆参观学习
蚁璐雅 摄

饶宗颐（饶宗颐学术馆供图）

林伦伦（受访者供图）

潮人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