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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人文

游绍斌（1894 年—不详），字学圃（学
溥），大关人，先在昆明任青年会国史教员，
后赴北京贝满学校读书，再考入北京美术专
科学校，1930年和丈夫张铭慈（张明池）一道
在新加坡开办华语学校，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支持抗战。

姑母的得意弟子

游绍斌的母亲游江氏嫁给她父亲游炳
文后，夫妻恩爱，遗憾的是夫妻俩仅生活了
一年，游炳文就病故。当时的游绍斌尚在襁
褓之中，母亲游江氏和姑母共同抚养她长
大，祖母米太夫人也视她如掌上明珠。祖父
在巧家病故后，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就靠姑母
游孟庄教书所得报酬维持。虽然家贫，但是
一家人至为和谐。游绍斌在姑母的教育下，
从小就聪明颖悟，五岁就能属对。据游孟庄
回忆，她五岁时，姑母出对：芙蓉冠。她对
曰：莲花帽。

姑母带她出去游玩时，看见庭院中有
一只乌鸦立在牛背上，姑母出对：鸦骑牛
背。她答对：仙站云头。容貌秀丽、聪敏机
灵的游绍斌在姑母的精心教育下，15 岁就
通四书五经，还善于绘画，16岁就在姑母任
校长的大关女子小学任教员，学生们非常
敬爱她。

游绍斌容貌出众，家中长辈女子又都有
贤惠名声，她 15 岁时，远近的求婚者众多。
但她受到姑母的影响，热爱读书，并知道当
时的妇女一旦出嫁，就很难保留一份清净的
读书生活。于是，她立下志愿，一定要到县
外、省外继续读书。可在当时，她的家庭没
有丰裕的资金支持她到县外、省外读书，同
时祖母、母亲和姑母也不放心她一个女子独
自远行求学。

当时还是民国初年，在偏远的大关县，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想法。因为当时的女
子读书，能读到她这一步，还能够教学，就已
经非常了不起了，女子想到县外、省外继续
读书简直是天方夜谭。游绍斌进一步表示，
若不能如愿，她宁可步姑母游孟庄后尘，终
身不嫁，与诗书相伴。在她坚定的志向下，
祖母、母亲和姑母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为
此，母亲游江氏放出话来：如果有求婚者能够
陪伴她到县外读书，方才同意游绍武嫁予他。

大龄女遇知音

在那个年代，女子一般 16 岁之前就应
该出嫁了，若女子 24 岁还不出嫁，就算是
大龄剩女了。眼看游绍斌的年龄马上过
25 岁了，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为她着急。谁
会成为游绍斌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呢？在

那个年代，能带她离开大山、离开家乡大
关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去读书求学的白马王
子存在吗？

一时间，游绍斌的志向传开了，被当地
的人们当作笑话。但当时的本地书香世家
关阳书院主掌张海楼先生听说此事后，非常
赞赏。恰逢其时，张海楼的五公子张铭慈从
昆明求学归来。张铭慈为当时的青年有志
之士，张海楼和他谈起这位奇女子时，他便
想一睹芳容。于是，张铭慈便抽空到游绍斌
任教的小学听游绍斌上课。

张铭慈被游绍斌授课时的秀雅博学打
动，喜欢上她高洁优雅的气质。张铭慈认
为，游绍斌和当时的女子格格不入，她鹤立
鸡群，有一种特有的秀气灵气灌注于神态举
止中。张铭慈回到家中，就恳求父亲张海楼
前去求婚。在双方长辈的安排下，二人于
1919年结为佳偶，婚后两人读书习画，无比
恩爱。

夫妻同心艰难求学

1920年，张铭慈为实现游绍斌外出读书
求学的愿望，带着游绍斌离开了家乡。两
人到昆明后继续求学，游绍斌的志愿终于
得以实现。两人在昆明过着艰苦的生活，
一边考学求学，一边勤工俭学，常常连房租
都付不起。

然而现实却让他们感到失望。游绍斌
认为，当时女子学校的教育非常“幼稚”。
后来，我找到了那个时代昆明女子学校的
课表后，便理解了游绍斌所说的“幼稚”的
意思。当时，昆明的女子学校大多还在开
女红等课程，这样的课程难以满足游绍斌
的求知欲望。

于是，夫妻俩决定到北京读书。一年以
后，张铭慈考取了北京大学，由于经济拮据，
只能张铭慈一人先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而
游绍斌一人则留在昆明任青年会国史教员。

第二年，游绍斌以教员的资格得到学校
的推荐，同时又得到了姑丈龙赞襄的资助，
到了北京贝满学校读书。

在北京贝满学校，游绍斌觉得贝满学校
的教学偏重圣经，也不符合她热爱中国传统
文化的心愿。于是，她又考入北京第一中学
继续读书。在北京第一中学，她算是年龄最
大的学生了。

毕业后，她考取了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其间，张铭慈不幸感染伤寒，在游绍斌的细
心照顾、精心调护下，张铭慈终于痊愈。张
铭慈大学毕业之后，又在北京大学读了一年
的研究员。这时，游绍斌也从北京美术专科
学校毕业。这时候的她已经30多岁了。

在北京，夫妻俩积极参加各种人文学术

活动，一起翻译日本学者森泰次
郎原著《作诗法讲话》、儿岛
献吉郎原著《中国文学概论》
等书籍。

比翼夫妻出《比翼集》

游绍斌诗文画俱佳，其
中诗歌尤为俊逸。北京求
学期间，游绍斌和丈夫张铭
慈经常切磋诗书。 1926 年 4
月，夫妻俩将他们的诗文编辑
为《比翼集》并刊印。上辑为游
绍斌诗集，下辑为张铭慈诗集。

张铭慈在《比翼集》中的一篇跋文中
写道：

今年花朝，偶作八达岭之游，归来适值
“国军之战”剧烈，以致京畿为之不宁，天上
飞机云集，城中炸弹时投，人人自危，生命堪
虞。窃思人生在世，不过如梦幻泡影而已。
而一卷诗稿，乃数年心血，恐有遗失，故特付
之油印，又益以学溥诗若干首，最后定名曰

《比翼集》。盖学溥痴情，而处此离乱之世，
颇有与余共生死意，故取香山“比翼连理”之
意而名集，书既印成，遂赠诸同好，以作纪念
云尔。

这样的文字，让我今天读来也非常感
动，夫妻二人艰难求学的精神也能激励今天
的昭通女性。这本“情侣诗集”在民国文化
界受到了诸多好评，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收集
到该书，但在故纸网上找到了胡适写给张明
池（铭慈）的旧纸。

胡适题诗原文如下：
生本赤裸来，
亦向赤裸去，
如何宇宙间，
偏少赤裸语？
胡适先生给他们夫妻俩的回函也被保

留了下来，如下：
明池先生：

谢谢你的长函，我读了此函，心里很感
动；我可以说这封信给了我不少的愉快与
安乐。

这封信我很想留着作一种纪念，只因
你要我把原稿还你，所以先寄还你，希望你
抄了一份之后，仍把原稿寄给我。你们的
诗稿，我略略看了，其中有些很可诵；如

“小窗双影话心肝”便是好句。但作旧诗
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不劝少年人向这
路上走。

绍斌女士也有好句子，如在“贝满病个
诗”中两联皆可诵。匆匆先草此短书，稍答
厚意并祝绍斌女士好。

十五，七，一。胡适。

《比翼集》印行之后不久，夫妻二人毅然
南下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9年夏，夫妻二
人同赴暨南大学任教。二人求学讲学，一路
相随；虽时局动荡，生活艰难，却至为恩爱，
不离不弃。

1929年，上海《图画时报》第 563期刊发
了一张题为“云南女画家游绍斌及其爱子美
儿”的照片。

新加坡华语教学开拓者

夫妻二人完成暨南大学的教学任务
后，在同事的介绍下，于 1930年前往新加坡
加入开办中国国语学院的行列。游绍斌一
边办学，一边继续读书，一边还要照顾家
庭。他们的儿子张嘉美、女儿张嘉龄，都通
几国语言，长大后成为新加坡学界颇有成
就的人士。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子弟有意愿回国从
军抗日者，但又苦于不识国语，张嘉龄便用
英文翻译。

此后，游绍斌和张铭慈几十年如一日在
新加坡办学，致力于在新加坡华侨中进行华
语教学、在华侨子弟中普及汉语，光大中华
文化。

同时，他们还翻译了一些外文书刊，
教授华侨子弟学习中国书法、绘画、诗词，
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做了许多事情。他们
在新加坡的华人教育事业上，取得的成就
很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和子女开办国
语训练班，凡是有意愿回国从军抗日的华
侨子弟，他们都不收学费。他们的爱国行
动，得到了当时的媒体和国际舆论的支持
赞扬。当时的中国报刊翻译国外对游绍斌
办学事迹的介绍，把“游女士”翻译成“游女
史”。而在新加坡，他们的学生和新加坡华
人则称呼他们夫妻二人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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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翼集》著者张铭慈及其爱侣游绍斌，究
竟何许人也，与胡适又有何交谊呢？在诗集的最
后一页，著者张铭慈所撰跋文中，就有张铭慈、胡
适二人交往点滴之记述。300余字的跋文，道出
了张铭慈、胡适二人因《比翼集》结缘的一段文坛
佳话。

原来，《比翼集》最初曾以油印的方式印
成，著者张铭慈曾将此书赠予胡适。胡适得书
后，非常欣赏书中的诗作，除了致信表彰之外，
还曾在与友人聚会时，当众念诵书中诗作，以
表赞赏之意。1926年秋，胡适将赴英国公干之
际，又“特选余集中一绝句亲为书写之，以作临
别纪念云”。

因为得到友人刘灵华的赞助，《比翼集》第
二次印制改用石印。付印之际，张铭慈认为胡
适的“书法雄健娟逸，则少为人知，兹特由石印
印出，以供好读本集又酷嗜艺术者之鉴赏
焉”。于是，就有了这著者合影背面的胡适题
诗，以及分插于诗集下卷正文之中的胡适信札
之影印件。可以想见，第二次印制诗集之时，
著者或临时起意，或事出匆促，才出现了影印
胡适手迹分插两处的情形。

张铭慈所撰跋文的落款时间为“丙寅仲

秋”，即1926年9月21日，这一天恰为中秋节。
而第二次以石印方式印制的《比翼集》，乃是正
式出版物，与第一次油印本即写即刻、即印即发
的形式略有不同；其正式出版的时间比之前张
铭慈跋文写毕的时间又稍晚了20天，版权页上
明确印有“民国十五年双十节出版”字样。

当然，无论是张铭慈跋文写毕之时，还是
《比翼集》正式出版之时，只看到过第一次印制的
油印本的胡适已身在英国伦敦，并不知晓其题诗
与信札均被张铭慈付诸影印，被纳入《比翼集》第
二次印制的石印本中了。至于胡适特别想收藏
的张铭慈赠送油印本之际附寄的那一通“长
函”，后来究竟有没有在张铭慈录副之后再次收
到，因无后续文献可供考析，也无从确知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铭慈所撰跋文背面，印
有一页“附明池编译书籍目录”，其中还有张铭
慈、胡适交往的线索可循。目录中有《国学大
纲》一书，介绍称“此书为明池历年研究国学之
结晶，曾送请胡适之教授评阅，往岁任北高工
国文讲师时，曾油印为讲义，现存于北大研究
所”。可惜的是，此《国学大纲》实乃内部讲义，
并非正式出版物，搜寻不易，无法从中窥见胡
适对张铭慈国学修养的评价。

●延伸阅读●

游绍斌及
其爱子美儿的
照片。

《《比翼集比翼集》》中张铭慈和游绍斌的合影中张铭慈和游绍斌的合影。。 胡适题诗胡适题诗。。

（本版图片均由夏吟提供）

张铭慈与胡适的“文字交”
肖伊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