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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林尹(1909—1983)，字景伊，瑞安城关人。

1925 年瑞安中学旧制毕业，16 岁即入北京大学
中文系，1930 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
毕业后任河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北平师范大学
中文系教授。抗战爆发后，放弃教职，投身民族救
亡工作。入台后，历任台湾东吴大学、辅仁大学、
淡江大学等大学教授，出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
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声韵学通论》《中国学术思
想大纲》和《景伊诗钞》等。

进入七月份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在炎炎夏日里，各种雪糕、冷饮大受欢迎。日前，
记者在莘阳大道一家超市看到，店内摆放了 200 多种雪糕，售价从 0.7 元到 30 多元不等，前来购
买的市民颇多，并且很多市民都是批发，会买上近百元雪糕回家放冰箱存储。

（记者 王鹏洲）

近日，瑞安农商银行紧扣“党课开

讲啦，人人做主讲”主题开展宣讲，不

仅在党课形式上、内容上下功夫，还创

新讲课模式，转“纸上谈兵”为“实战演

练”，努力在推进“两个先进”中更好发

挥地方金融标杆作用，为实现第十五

次省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贡献

农商力量。

丰 富 讲 课 内 容 ，让 党 课“ 实 ”起

来。瑞安农商银行深入贯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必讲

必学内容，延伸拓展理想信念、共同富

裕、乡村振兴等主题。此外，该行还积

极组织员工自编自导自演制作 2 部微

党课专题教育片《追寻》《红马甲的一

天》，并将建党百年系列党课以及共富

宣讲视频等纳入此次党课教材范畴，

着力全方位提升党员综合素质。

健 全 师 资 队 伍 ，让 党 课“ 活 ”起

来。该主题宣讲活动由瑞安农商银行

党委班子带头，以 28 个党支部书记为

骨干讲师，不仅将专家学者、优秀党

员、优秀党校教师、8090宣讲团等纳入

专业讲师队伍，还邀请村居书记、红色

教育基地解说员、返乡创业农民工党

员等上台讲党课，多维度、全方位增强

党课灵活性、实用性，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传递党的好声音，传播社会正能

量。据了解，该行目前共建立3个师资

库，分别为行内师资库、专家教师师资

库和乡村师资库，登记入库教师教员

400余人。

创 新 讲 课 形 式 ，让 党 课“ 火 ”起

来。瑞安农商银行依托文化礼堂、村

社宣传栏、丰收驿站、微信公众号、短

视频等载体，结合“扬党旗 惠万企”“共

享社·幸福里”“共同富裕金融专员”开

展“农村金融讲堂”等党课宣传教育，

通过创新形式，真正让不同群体的党

员“听得懂、坐得住、记得牢”。截至目

前，全行共开展党课教育活动50场次，

参加党课培训1000余人次。

（通讯员 陈培洁）

蜂腰继绝传薪火
——记一代国学鸿儒林尹

■夏海豹

“瑞安之学”是瑞安本土孕育出的学风学脉，由瑞安学人代代相继，这门学问的精髓在于文字音韵之学。如果说孙诒让是晚清之后“瑞安之

学”第一代国学传人代表的话，林损则为第二代传人代表中的一位，那么林尹应该是“瑞安之学”的第三代传人之一。

林尹的父亲林辛、叔父林损均为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知名教授。他在童

年、青少年时长期得到其叔父林损的

教诲，并得舅公陈黻宸（陈介石）学问

的再传。他 8 岁入陈黻宸创办的颍川

学塾就读，国学基础扎实，后来又随陈

黻宸赴广州在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深

造。林尹在《自传》中说：“家君及先叔

父幼承庭训，长从其舅氏瑞安大儒陈

介石先生游。尹幼而失恃，以先叔父

钟爱特深，追随左右。”从《自传》中可

以看出，瑞安学风奠定了林尹的学术

方向，可谓家学、乡学一脉相承。

1925 年，林尹考进北京大学中国

文学系。两年后，当世硕儒黄侃到该

校执教。上课伊始，黄先生命学生当

堂赋感怀诗，林尹写的《秋夜感怀》有

句：“百年身世千年虑，几度寒窗夜不

眠。”黄先生认为诗以言志，百年身世

而有千年之虑，将来必为传世之人，乃

特别器重，带回家中，严加督教。在黄

先生家两年，林尹深得其文字、声韵、

训诂之学真传。1928 年林尹以优异

成绩毕业，并考取国立北京大学研究

所国学门，师从刘半农、钱玄同等大

师。

林尹年方十九，即受聘任河北大

学中文系教授，讲授老庄哲学、中国声

韵学、汉魏六朝文。后又受聘任南京

金陵女子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

中国文字学。

1935 年，林尹任国立北平师范大

学教授，讲授清代学术思想、中国声韵

学、经学史。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

林尹盱衡时艰，取黄帝胄胤（子孙）寓

意，创办《黄胄周刊》，呼吁黄帝子孙奋

起抗日。陈立夫夙仰他器识过人，邀

他共赴平津负责民训工作。翌年秋，

蒋介石特令林尹担任汉口特别市党部

主任委员。汉口沦陷后，他脱身虎穴，

周旋敌伪，出奇蹈险，屡建殊勋，六次

得到嘉奖。敌伪引为巨患，密张罗网，

于 1941 年 4 月 25 日将他劫持入狱，汪

精卫令解赴南京。狱中，他被威胁利

诱，施以酷刑，三次被绑赴刑场，但他

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后经国民

党当局不惜重金营救，林尹才得以脱

险，取道香港奔赴重庆，受聘为四川大

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

组织部专门督导委员、浙沪党务特派

员。

1949 年林尹赴台湾，1956 年任台

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1960 年 8 月

至 1973 年 7 月创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

研究所，并任研究所（博士生班）主任、

教授，同时协助创办台湾政治大学中

国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

学研究所，并兼任台湾政治大学、文化

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

等高校教席。十多年间，林尹所培养

的100多名博士硕士学生执教于台湾、

香港等多所大学。其高足、曾任台湾

师大国学研究所主任的李鍌教授撰文

说：“且看今日（台湾）执教上庠以‘小

学’者，莫不出自（林尹）先生之门。”可

以说，“瑞安之学”由林尹在台湾继续

传承发扬。

林尹治学以群经为根底，求实事

于诸史，尤精通音韵、文字、训诂之学，

教学之暇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早在

1936年即纂成第一本声韵大学教科书

《中国声韵学通论》并得恩师钱玄同为

之作序，后相继有《群经略说》《清代学

术思想概论》《中国古音学》《庄子通

释》《中国声韵学概论》等书。20 世纪

50年代后，有《文字学概说》《周礼今注

今译》《两汉三国文汇》《景伊诗钞》等

书，单篇论文有《尚书述略》《易经略

说》《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字学》《简体字

与中国文字学》等百十篇。林尹还特

别倾注心力主编《中文大辞典》，自

1962 年 1 月起，历时 7 年完成，参与编

纂的博士硕士学士共 50 人，皆其门

生 。 全 书 共 收 单 字 49888 字 ，辞 汇

371231条，共计800万字，被誉为古今

辞书之大成。此外，他还编过《大学字

典》《民国字典》等。

2014 年 9 月 27 日，“林尹国学交

流基地”在瑞安启动，设在瑞安市图书

馆一楼展厅的“林尹教授著作及部分

文物陈列馆”也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

旨在加强瑞安与台湾的文化艺术交

流，建立两地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

作机制，促进两地共赢发展。

瑞安市“林尹国学交流基地”启动

期间，“林尹国学研究座谈会”开幕，原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中国北京薪火传

统文化传播中心发起人刘克雄主讲

《蜂腰继绝传薪火》。作为林尹的入室

弟子，刘克雄教授详细地解释了“蜂腰

继绝”的含义：“蜂是两头大中间细的

形状，先师曾对我说，自顾炎武以后，

乾嘉以来的学生对声与韵的研究有很

大的成就，像蜜蜂的头，声韵之学偏重

口耳相传，到清末，从太炎先生（章太

炎）传季刚先生（黄侃）再传我，三代单

传，细如蜂腰，唯恐断绝。希望你们能

将这门绝学发扬光大。先师是一代国

学宗师，一生育才无数，声韵学的传人

也一代接一代，薪火相传。”

在台发扬“瑞安之学” 家乡为其设陈列馆

家学乡学一脉相承 19 岁即任大学教授

念好三字诀 让党课见实效 夏日雪糕冷饮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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