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君子待时而藏器
”

：

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

王春林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前
“

学人入仕
”

的金毓黻公务与 酬 酢 甚 多 ， 但其主 要 志趣却

在学 术 。 事 变 中 ，
金毓黻 即 以读 书 、著书 来消 除拘禁生活 的苦 闷 。 伪 满建立 后金毓黻有意

地从政界转到学 术界 但也被迫参加过政治 活 动 。 其 间金毓黻 与 伪满 官 员 维持着学人或

旧 谊性质 的 往来 ， 并发展 了 同 日 本学者 的 交往 。 这种 关 系 网 改善 了 金毓黻 的 处境 也有助

于其学人身 份的树立 。 随着处境 的 改善 ， 金毓黻 的 日 常 生活 亦从深居简 出 发展 到 相 对 自

由 ，但政治环境的压抑 与 隐居 治 学 的苦 闷 始终存在 。 伪 满 时期 金毓黻 的 隐居治 学是其基

于 民族大义 与现 实局势 的 应 对 ，其 间金 的
“

权势
”

与 身 份随之发 生嬗 变 ， 金通过身 份转 型

实现 了保身 、治 学与 脱 困 。

关键词 伪 满 金毓黻 隐居治学 日 本 学人身份

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 ，众多东北官员身陷 日伪统治区 是时南京 国民政府与北平的张学良势力都

无法给予他们援助 ，在这种情势下他们大多参与到伪满政权中 。 早期研究认为 日 本的诱逼与东北

官员的投敌加速了伪满政权的建立 。 其后学界进一步探讨了 日本对伪满官吏的控制和利用 并

尝试对这一群体做了具体分析 ，但对伪满官员的社会心理与 日 常生态鲜有涉及。
② 同时 ，伪满社会

又是一个混合着中 国传统和 日本殖民因素的社会 ，伪满的中 国官员 、文人与 日本学者之间亦延续着

近代以来中 日 文人间的学术往来 。 但此时的交往则带有
一

定的伪满政治色彩 ，交往的性质亦发生

变化 。 桑兵曾详细探讨了近代 中 日 学者学术交往的态势 以及对政治的深刻影响 ，并对 日本留华学

生的种类 、源流 、活动等做了细致的梳理 。 近来学界多致力于对部分学者的个案研究 。 但既往研究

感谢匿名专家的修改意见 。
此外 ，本文承蒙西村成雄和王希亮两先生指教 金家玲、廖晓晴 、趑朗 、 张洪军 、 阎 海 、梁启政 、

赵庆云 、根岸智代、蒋宝麟 、 李壮诸师友提供资料或线索 在此一并致谢。

① 参见姜念 东 等编 《伪 满 洲 国 史 》
，
吉林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解 学诗 ： 《伪满洲 国 史新编 》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② 参见张辅麟 《伪 满政权槐儡性再认识 》 ， 《社会科 学战线 》 年第 期
；
王希 亮 ： 《 日 本对 中 国 东北 的政治统 治 （

—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 车霁虹 ： 《伪满基层政权研究》 ，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年版 车霁虹 ： 《 东 北沦陷初期伪满

汉奸集团成 因及塊儡角 色 》 ， 《北方文物》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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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 中于北京 、上海等学术重镇或以名家为 中心 的交往圈 ，对于伪满时期
“

满
”

日 学者的交往仅

略有涉及 。

时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身历九
一八事变以及伪满前期 的政治与社会变迁 ，他的个人

经历颇能折射九
一八事变后东北官员在伪满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 。 既往相关研究多为对

金毓黻著述的评介以及其生平的记述 。 近年学界开始深入探讨金毓黻的治学路径 、派别 、主张以

及学界交往等③ 然而相关研究仍多立足于金毓黻的学术作为和学人身份 。 事实上金毓黻 自北京

大学毕业后一直厕身奉系 ，
其后他与伪满和 国民政府政界亦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 但学界对金

“

学

人人仕
”

的一面尚无专门探讨。 因而笔者拟 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金毓黻为中心 ，
展现其九一八事

变前的仕宦生活 ，探析其在事变 中 的拘禁生活与内心世界 进而深入考察其在伪满时期的政治关

联 、社会交往与 日 常生活 。

一

、 九
一

八事变前金毓黻的仕宦生活

金毓黻 ， 年生 ，字静庵 奉天辽阳人 。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
旋即返奉 。 他最初担任教

职 ，其后 曾在省议会兼职 。 自 年起 金毓黻追随乡贤孙其昌往黑龙江 、吉林任职 。
④ 金毓黻之

进人政界 ，

“

以忧贫谋食之故 权安于此 非有所企于此也
”

。
⑤ 因而官场职务不过是金毓黻谋生养

家的依托 其主要志趣在于学术 。 金 曾 自 述道 ：

“

余于近十年 ， 治公之外 ，
无 日不读书 ，为之不谓不

勤。

”

公务繁忙时 ，他经常会抱怨无暇读书 。

“

余以不学无识 ，谬入仕途。 虽司笔札之役 ，实当古州

长史之任 既时慑于贻误 ，复致惧于学荒 。 以此记论 十年以来写至六十册 而十九年一岁之中 ，
只

写二册 而苟简潦草 不堪人 目
，
尤不 同于往年

”

。
⑦ 年 月 ，金毓黻由任职近 十年的吉林返 回

奉天 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秘书 。
⑧ 其后 金毓黻逐步升迁

，
至 年初 曾一度担任辽宁省秘书

长兼教育厅厅长 ，成为东北上层 的要员 。 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在组建该校大学委员会时亦聘金为

委员 ，并将他划入
“

本地有权势的官员
”

之列 。 年 月 ，金毓黻获准专任省府委员兼教育厅

厅长。

此时金毓黻身膺要职 奉系官场的酬酢成为其 日 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

学 良 、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大员常出现在这类宴会中 。 年 月 日 ，张学良从南京参加 国民

① 参见桑兵 《 国学与 汉学——近代 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五章
“

胡适与 国 际汉 学界
”

之
“

关怀 东亚
”

、 第 六章
“

东亚各 国 的学 术

交流——以 中 国研究为 中心
”

和 第七章
“

近代 日本 留华学 生
”

三部分 ，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 谢崇宁 ： 《 罗振玉 与 日本汉 学界之

关 系 考述》 ， 《社会科学战线 》 年 第 期
；
谢崇宁 《王 国维的治学与 曰 本汉 学界》 ， 《 暨南学报》 年 第 期 。

② 较有代表性的有 《金毓黻文集 》编辑整理小 组 ： 《金毓殽学术 年谱 》 ，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年版 孙玉 良 ： 《金毓黻先生

撰写 〈渤海 国志长编 〉 的始末 》 ， 《社会科学战线》 年 第 期
；
张志军 ： 《 金毓黻与 〈辽海丛书 〉 》 ， 《 中 国 边韁史地研究 》 年第

期
；瞿林 东 ： 《史学怎样 寻找 自 己——重读金毓黻著 〈 中 国 史学史 〉 》 ， 《社会科学战线 》 年第 期 。

③ 参见赵庆云 《论金敏敬与 中 国近代 史研究》 ， 《 史学史研究 》 年第 期
；
桑兵 《金敏黻与 南北 学风的分合》 ， 《近代史研

究》 年第 期
；
张晓唯 《金毓散 曰记所见民国 学林遗事 》 ， 《 书屋 》 年第 期

；
张晓唯 《金毓黻在五 十年代 》 ， 《 书 屋 》

年 第 期
；张凯 《改造 旧 史与 编纂新史 金毓歉 〈 中 国 史学史〉

之学术 旨趣》
， 《河南大学学报 》 年 第 期 。

④ — 年 ，孙烈 臣先后主政黑龙江 、吉林 两省 ， 孙其昌 追随孙担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 、吉林省財政厅厅 长等职 。 孙

烈 臣去世后
，
张作相主政吉林 孙其 昌仍为其 重要僚属 。 参见胡 玉海

、
张伟 主编 《奉 系人物 》 ，

辽 海 出版社 年版 ， 第
—

、

—

页
；

王成科编 ： 《辽 阳近现代人物录 》
，

辽宁民族 出 版社 年版 ， 第 、

—

页 。

⑤ 金毓黻著 ， 《金瓶黻文集 》编辑整理组校点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辽沈书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金瓶散
： 《静晤室 日记》 第 册

，
年 月 日 ，第 页 。

⑦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⑧ 参见 宁恩承 《百年 回首 》 ，
东北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⑨ 宁恩承
： 《百年 回首》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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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三届 四中全会归来 。 日
“

午间军政各团体公宴 ，张副司令于省政府席间
，
励以奉公守法 、 尚俭

习勤各事
”

。
① 是年 月 日

“

午后 四时 ，假于宅宴于云章 、袁洁珊两先生 ，并有于夫人在坐 ，作主

人者刘海泉 、刘敬舆 、吴灌依及余四人
”

。
② 频繁的公私酬酢表明 金毓黻在九一八事变前曾较深地

介人到东北高层政治中 。 是时金毓黻与东北上层官员亦建立了较密切的私人关系 。 年 月

日
，金毓黻记道 ：

“

张辅忱司令为子完姻 ，今 日 往助忙 。

”

③ 年 月 日
，

“

张副司令之两公子

闾珣 、 闾牙邀饭于霞飞馆 。
④ 此时

“

稽古读书
”

在奉系官场亦普遍存在 ， 自 张学良 以下之官员士绅

多有收藏 、购书之事 。 寸任辽宁省府秘书长的许宝蘅记道 ： 年 月 日 ，

“

至翟公寓晚饭 有丰

城熊君罗宿及袁洁珊 、金锡侯同坐 ，

”

其间观翟所藏书画 。
⑤ 年 月 日

， 金毓黻
“

人夜诣崇

古斋
，为长官商购古币

”

。 年 月 日
，金

“

在东来阁购 《越缦堂文集 》 四本 拟移赠王公维

宙
”

。

“

王公顷正读《越缦 日 记》 ，称之甚至
”

。
⑦ 稽古读书之乐更加深了金与东北官员的私人联系 。

此外 ， 日 本友人是金毓黻酬酢的一个特殊部分 。 因地位关系 ， 此时与金来往者几乎皆为官

员 。 年 月
—

日
，金毓黻 、袁金销等人

“

同赴安东看櫻花 。 南满路人江所长 、木村主事亦

同行 ，盖为招待余辈来也
”

。 抵安东时
“

中外机关首领咸来欢迎
”

。 年 月 日
“

晚间 ，南

满会社总裁 内田康哉邀饭于大和旅馆
”

。
⑩ 九一八事变前 ，金毓黻与外国学者交往甚少 。 最近的一

次是 年底与 日 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的几次会面 ，更远的
一

次则是 年初与德国人福克司

的会面 。 而金毓黻对 日 本学者的政治意图 与治学精神亦看得很清楚 。 金在卞宗孟处见到 《满蒙

丛书总 目 》 ，
他写道 ：

“

总其事者内藤虎次郎 ，
分纂者稻叶岩吉 、 冈崎文夫 ，

石山福治三君 。 刊行之旨

趣在开发东北 而其结局适得其反 故事以 中辍 。 即实论之 ，
诸君子嗜古情深 乐而为此 亦非尽出

于尝脔问鼎之心也 。

”

⑩

在公务与读书之余 金毓黻还经常参加东北学社的学术活动 。 该学社 年初成立 ，金毓黻 、

卞宗盂 、王孝鱼为干事 。

“

学社专为研究学问而设 ，期以学术之团体树 自立之基础焉
”

。 学社多 以

内部学者演讲为主 ，人数多寡不等 ，间或邀请来沈学者 如章士钊 、高阆仙 、黄炎培 、陈彬和 、张其昀等 。

此外 ，
金毓黻还曾编辑 《东北丛刊》 刊载东北史地研究之文章 并搜罗史料 ，计划出版《东北丛书 》 。

⑩

①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第 页 。 张 副 司令
”

指 张学 良 ，
张时任全国 陆海军副 司令 。

② 金毓敬 ： 《静晤室 曰记》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

于云章 、袁沽珊、刘 海泉 、刘敬舆、吴灌依
”

指 于冲汉 、袁金

铠 、刘 尚清 、 刘哲 、 吴恩培 。

③ 金敏黻 ： 《静晤 室 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頁 。 张作相字辅忱 ，

时任 东北边 防军副 司令长官 。

④ 金毓黻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⑤ 许宝蘅著 许格儒整理 ：
《许宝蘅 日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华书局 年版 ， 第 】 页 。

“

翟公
”

指 时任辽宁省

主席 的翟文选 ，
霍 年初 卸任 臧式毅接任

“

熊 罗宿
”

为藏书 家
，

“

金锡侯
”

指金梁 ，
书 画 家 、 学者 。

⑥ 金敏散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

长官
”

指张学良 。

⑦ 金敏黻 ： 《静晤室 日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王树翰字维宙 ，

时为 张学良的幕僚长 。

⑧ 九一八事 变前 与金敏傲来往的 日本机构有南 满公所 、
日 本领 事馆 、 满铁地方事务所 、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大仓组 。 友人

有奉天公所所长 （疑为 古仁 所丰 ）
、仙 石贡 、 安藤 、 古仁所丰 、 野 田 、

入江 、 中 岛五 十治 、木村锐 市
、
永尾 、 内 田 康哉 （ 以上 为 满铁职

员
）

、 荒木
（ 军队 ）

、 鸟居龙藏 （
学者 〉 。

笔者据 《静晤室 曰记 》统计 ，
时间 为 年 月

一 年 月 。 此外 ，
日 记中提到 曰人时

“

有

姓无名
”

的情况很 多
，
笔者使用 时尽力做 了补充 但仍有部 分人名无 法确认。

⑨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日 、 曰

， 第 页 。

⑩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頁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曰
，
月 第 、

—

页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其 中 内藤虎次郎号湖南 ，稻叶岩吉号君山 。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记 》第 册 ，
年 月 、 月 日 、 月 日 ， 第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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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燮曾称赞金毓黻道
“

今中夏言东北故实者莫之或先 。

” ①金毓黻的老师黄侃亦很欣赏他
“

治学

能谨守绳尺 本师说以为学而不为外物所囿
”

金毓黻属
“

学人人仕
”

， 因而他对一些官场中事颇为反感 ，而较关注 民生 。

“

近 日有人求事者 ，

皆以严词拒之 厉色待之 以此开罪于人 ，所不计也 。 人多如鲫 万 间莫庇 。 失业 日 多 ，革命将起 。

此非吾国之佳象也
”

他在致好友黄黎雍的信中表达了对学问的尊崇 以及对名利的鄙夷
“

今 日

地位之崇卑 ，本属一钱不值 ， 只有淑身 （ 向 ）学 ， 自求深诣 ，毕生受用不尽… …方今快意肆志 ，脑满肠

肥之辈 ，
不知读书为何事 亦不知学问之可贵 冀其对吾挤垂

一

青眼 ，复何敢望 ！

”

④他进而 自然地与

之划清界线 ，

“

久处宦场者 ，其意见往往与吾辈相左 其故何也 ？ 盖一发一敛之分耳 。 余谓今 日 凡

事均应为民着想 。 若不此之图 ，
而侈言某某政策 ， 皆策士猎取功名之谈耳

”

。
⑤

九一八事变前 ，

“

学人人仕
”

的金毓黻在跻身东北上层政治圈的 同 时 ，亦保持着书生本色 。 公

务 、酬酢与读书治学构成其是时生活的主要内容 而读书治学则是其志趣所在 。 因 而 金毓黻在九
一八事变以及伪满时斯多以读书来消愁解闷就属情理之中 了 。

二 、 九一八事变初期金毓黻的拘禁生活

年 月 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 ， 闻讯后臧式毅等人临危不乱 意图维持局面 。 次 日 ，金

“

乘车入城 ，到厅略事安顿 ，即赴主席宅研究善后
”

。 是 日
“

夜在臧宅和衣睡卧
”

。 日 ，臧式毅 、袁

金铠 、金毓黻等人
“

榷议维持治安之法 ，谓宜用士绅资格 出而维持现状
”

。 日
“

各商开市 人心可

期镇定矣
”

。
⑥ 然而此时之局势 巳不是臧式毅等人所能左右 。

月 日 ，臧式毅 、金毓黻等官员先后被 日军拘禁于 日本商埠地的鲍文樾⑦宅 中 。 关于拘禁情

形 ，臧式毅记道 ：

“

闭锁于一室 ， 以宪兵严重监视 ， 内外隔绝 任何人不得会面 ， 即家人亦不得通信 ，

因此以后关于省内情状毫无闻知 ，完全失去 自 由三月 有余 。

”

⑧金毓黻亦记道 ：

“

余居室与臧公比邻

而较小 看守宪兵以锁反扃之 ，
若非便溺 ’

则不得出室门一步
”

。

“

在押中间 刘厅长鸣九亦被拘来 ，

与余居室相比 于是得以手简略通消息
”

。
⑨ 因为 日 军有利用臧式毅等人之意 除了 限制 自 由外 ，对

他们生活颇为优待 。 金毓黻的拘禁生活可以臧式毅作为参照 。 臧式毅
“

被监禁以后 ，饮食供应倒

很丰盛 连他抽大烟的烟具和鸦片烟都拿来了 。 臧式毅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饱吸鸦片 解愁消

闷 。 衣服等物 由他的秘书曹承宗送去 ，但不能见面
”

。 臧过着
“

物质生活供应不缺
”

，

“

身体不 自 由 ，

精神太苦恼
”

的生活 。
⑩ 金毓黻记述的

“

暖气
”

和
“

饮酒
”

两个细节亦可反映拘禁环境的
“

优越
”

。

“

暖气生后 室 内温暖 ， 固是
一

畅心事
”

。

“

羁怀久郁 ，忽思把盏 ， 能共饮者只有某君 ， 因作诗以赠

① 吴廷燮 ： 《静晤室 日记叙 》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第 页 。

② 金敏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頁 。

“

绂
”

同
“

黻
，

“

金毓蔽
”

有 时写作
“

金敏绂
”

。 除引 用 原文

外 文 中
一律使用

“

黻
”

。

③ 金敏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④ 金敏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第 頁 。

⑤ 金敏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第 页 。

⑥ 金敏散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曰 ， 第
— 页 。

“

主席 指辽宁省主席臧式毅。

⑦ 鲍 为 东北军将领。

⑧ 《臧式毅笔供》 （ 年 月 ） ， 中央档案馆编 ： 《伪满洲 国的统治与 内幕 伪满官 员供述》 ，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

⑨ 《沈 阳蒙难记 年 月 ） ，金毓数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第

—

页 。 刘 鸣九时任实业厅厅长 。

⑩ 王子衡 ： 《九一八事变前后 曰 寇和汉奸在 东北的 阴谋活动 》 ，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编 ： 《文史资料选辑 》 第 辑
，

中国文 史 出版社 丨 年版 第 、 页 。



	

王春林
“

君子待 时而藏器
”

： 伪满 时期金毓黻 的 隐居治 学

之
”

。
① 此外 金毓黻还有读书 、写 日 记的 自 由 ，

日人曾 向其求字和诗 。
②

然而臧式毅 、金毓黻在 日 人筹建新政权的计划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奉天③省府最高顾问金井

章次希望金毓黻出任教育厅厅长或省府秘书长 。
④ 在金毓黻被拘禁期间 ， 《盛京时报 》关于他的报

道甚多 。 月 日 曾登出金毓黻
“

连 日主张全部学校开课以重教育
”

， 目下正与张学 良等磋商办法

的消息 。
⑤ 此消息与金事变初期

“

稳定局势
”

的想法相符 。 但此时金已被拘禁 因此该报道当依据

拘禁前的态势而作 。 其后的报道渐渐有些乖谬 。 月 日 ， 《盛京时报 》报道金毓黻
“

面谕各中小

校长 通知全体学生 ，

一律于十月八 日 ，照常上课 以免荒误学业
”

。 但事实上金毓黻此时正处在

拘禁初期的焦躁中 。 他认为 ：

“

每 日多读书 多写 日记 即系 自遣之法
“

其后 ，金毓黻即开始每 日

读书 、写字打发时间 。 其间金毓黻曾
“

戏作
一

文 以 当解嘲
”

。 此文实为其
“

拘禁
一

读书
”

生活的 自

述 他向外人展示了宠辱不惊 、安之若素的形象 ，但也流露了其对母亲的惦念 。
⑧ 因此 ，此前的报道

或为 日军假金氏名义所发 ，意在恢复局面 。 月 日 ，金毓黻就在 日 记中隐晦地记述了 日人的劝

诱 。

“

西谷君写似诗似词之句示余 ，余依其意成《浣溪沙 》
一

词云 ：

‘

西风恻恻送轻寒 ，

一片花飞 向远

天 欲将消息问秋残 。 昔为珠履三千客 ，今阻金城百二关 不须重话旧 因缘 。

’ ”

词上片表明金虽

身在禁中 却很关心外面的时局 。 下片通过对比反映了今昔处境差别之大 末句似向 日人表示其无

意借助
“

因缘 改变现状的决绝态度 。 其后 ，报纸上仍有关于教育厅厅长人选的议论 。 月 底 ，地

方维持委员会
“

决定于 日 内将教育厅恢复 ， 主办学务 厅长一席委员 张成箕未久兼任 该会已另选

人充任
”

。
⑩ 不久 又出现了 自相矛盾的报道 省政府

“

决定将该厅恢复 以张成箕为厅长
”

。

这期间 ，金毓黻要打发苦闷且遥遥无期的拘禁生活 ，又担忧时局 惦念家人。 但他又不愿屈从

于 日人 因而不得不时时调解其因拘禁而发生的心绪波动 。 金毓黻起初试图 以读书解闷 因而读书

较杂 。 然而可读之书不多 他 自解道 ：

“

书多亦害事 ，

一书未终 ， 又阅他书 ，博涉无定 必鲜所得。

”

金又总结了一套调适身心的办法
“

习劳则使吾身疲 治学则使吾神怡 。 身疲则心不外惊 神怡则

随遇而安 。

”

道理虽明 白 然而被拘禁的苦闷却挥之不去 。 他很快就对读书产生厌烦 ：

“

每 日枯坐

读书 ，虽有手不释卷之益 ，然毫无变化 ，
久之亦感寡味 。

”

稍后 金又担忧 自 己读 《徐霞客游记》过

快 ，

”

惟恐其尽 ，手边书本不多 ’此而读尽 更有何书可读乎 ！

“
—连串看似矛盾的文字表明 金毓黻

对遭到拘禁而被迫读书的生活感到极不适应 。 其后金毓黻又重拾 日前的调适身心之法
“

近 曰 心

①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②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月 第 、 页 。

③ 九
一八事 变后 ，

曰 人改辽宁省为奉天省
’
隐然有 否定国 民政府施政之意 。 因

“

奉天
”

省 名 通行 于
—

年 间的 清末

和北洋 时期 ，
东北 易帜后 国 民政府改奉天省为辽宁省 。

④ 《沈阳 蒙难记 》 （ 年 月 ）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 第 页 。

⑤ 《金教育厅长主张全部 学校开课》 ， 《盛京 时报 》 ， 年 月 第 版 。

⑥ 《教育厅长面谕各校长 ： 通知全体 学生 十 月八 上课》 ， 《盛京 时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⑦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曰 、 曰
，
第

—

页 。

⑧ 参见 《
尺蠖生传》 （ 年 月 日 ）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
第

—

页 。

⑨ 金毓叛 ： 《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⑩ 《教育斤 内恢复》
， 《盛京时报 》 ， 年 月 日

，
第 版 。 事变后 ，奉天政府机关瘫痪 。 月 曰 袁金铠、 于冲 汉等

组织奉天地方 自 治维持会 日
， 该会改称辽 宁地 方维持委 员会

，
成为 日 军控制辽 宁的傀儡机构 。 张成箕时任该会委员 。

《恢 复教育厅张成其任厅长 》 ， 《盛京时报 》 ， 丨 年 月 第 版 。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 记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金敏黻 ： 《静晤室 日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金敏黻 《静晤室 曰记》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抗 日 战争研究 年第 期

劳而身闲 心多思虑故劳 身无所用故闲
”

。

“

宜使身劳而心 闲
”

。
① 金之分析看来不错 但是难以

行得通 。 而后他进一步剖 白 了其心病所在 ：

“

常作不可期之念 有急脱羁绁之望 ，此真愚而无当者

也 。

”

他并且训勉 自 己应
“

乐天知命
，
淡焉若望 心怡神恬 行所无事

”

。
② 然而此种说教作用有限 。

最后金毓黻终于触及问题的根源 ：

“

烦闷之生 由于环境不 良 ，每触环境 ，烦闷即生。

” ③事实上 金的

烦闷实为境遇所致
，
但因无法改变 ，

他只能在祛闷 、涵养上下功夫了 。 然而如此排遣 ，似乎仅能治标

而不治本 。 不久金毓黻就坦承心烦难制 ，

“

时间虽多 ，
读书甚少 ， 即以心神烦躁 制伏不住故也

”

。
④

无奈之下 金毓黻不得不继续埋头读书来消愁解闷 。 月 日 ，他
“

自家中取来 《唐书 》 、《五

代史》 、 《续通鉴 》诸书 ， 足敷二十 日 阅览之用 ， 心神 为之一畅
”

。
⑤ 这些书暂时解决了他的书少之

苦 数 日后他萌发了撰写 《渤海国志长编》 的想法 。 金毓黻对著书 已有相当 的积累 虽然困难很多 ，

他还是有志于完成此书 。 其后他开始有 目的地读书 、准备 。

“

余近发愿撰 《渤海国 志长编 》 誓于

三阅月 内成
”

。 计总略 、世纪 、列卿等十 目
，

“

约七 、八万言可毕 期以三月之工 ， 尚非难事
”

。
⑦ 月

日
，金毓黻开始撰写 。 于拘禁 中著书 其艰难可想而知 。

“

此志之纪 、表 、传 ， 皆易著笔 ，惟考最

难 ，
以非数千百语可了故耳 。 参考书缺《三国史记 》 、 《渤海史考 》 ，再《全唐文 》及 《全唐诗》 ，恐不无

材料可寻 。 惟一 寸不易检齐 ，俟异 日 补辑之
”

。 而囹 圄 中的写作进展亦令其备感快慰 。
⑧ 半 月后 ，

他总结了著书进度与困难
“

迄今只十六 日
，
已草成三万余言 ，

一

日 约二千余言 ，加 以搜集参考 ，颇

耗 日力
，
亦不可不谓之速矣 。 现计已得其半 ，惟 《地理考》最难作 ，须

一星斯始能杀青 ，他考亦较列

传难作 大约今年岁秒 杪 始能竣功 ，盖创始者之难也 。

”

尤为难得的是 他在此时仍抱着严谨的治

学态度 。

“

草成之后尚须覆校原书
，
前后舛紊 亦须

一
一修正 。 仓卒 猝 ）观成 ，疑误必多 ，是又须慎

于将 来 耳
”

。
⑨ 完成《渤海地理考 》后 ，他又总结道 ：

“

五 日之中 ，写二万言 ，每 日 约四千言 ，搦翰之

勤 无过于此矣 。 今 日告
一段落 颇有踌躇满志之乐 。

”

⑩可见 是时金毓黻撰写 的效率颇高 ， 自 己也

很满意 。 他甚至萌生了新的治学计划 ：

“

近 日感于无事 ，忽发愿重修《宋史 》 ，此邵与桐 、章实斋踟蹰

半生而不能为者 。

”

金毓黻开始著书后 ，其情绪却陷人持续的低落状态 。

“

近一 、
二 日 内

，

心情不如往 日 之佳
”

。

其后金心境愈劣 ，

“

未能安心撰著
”

。 并且
“

食不下咽 ，
眠亦不佳

”

。 月 日
，
金的心绪极坏

“

处

境已达极蹙 ，
几欲 自裁 。 于无可如何中 占一卦 以验之

”

。
⑩ 他在这种心境下撰写了 《 〈 渤海 国志长

编 〉 序》 。 次 日 重读该序后 金悲愤地写道 ：

“

吾国古训 ，仕学向不分途 。 余以学人而人仕 未为违古

之则 ，
乃竟以人仕之故 ，遘西伯 、史公之遭 则为学诚不足以淑身耶 ！

吾闻今世各邦 ，礼待学人甚优 ，

俾其安心撰著 余何独不邀此遇 。

”

金所重者
“

学
”

， 日人所重者
“

仕 ，这番仕学不分的道理 日人 自

① 金毓散 ： 《静晤室 日记》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贺 。

②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③ 金毓散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④ 金献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⑤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⑥ 参见金毓散《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幻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⑦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记 》第 册 年 月 曰 ，第 贸 。

⑧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乃

—

页 。

⑨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⑩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

页 。

金毓叛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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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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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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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春林
‘ ‘

君子待 时而 藏器
”

： 伪满 时 期金毓黻的 隐居治学

然不会理会 。 其后金毓黻每 日 用心撰述 然而纷扰依旧 。 其间或不乏劝说其出仕者 。

“

每 日 日 间

最难遣 ，
至夜间则心开矣

”

。
①

“

昼间颇不能沉心著撰 ，
以心有杂念 ，

目有杂观也 。 入夜则否
”

。 至

拘禁后期 ，金毓黻仍尽力安抚 自 己 但也有些心力交瘁了 。

“

每 日多读多作 心有所专寄 ，则不生他

念 ，
此实摄神持心之

一

法 。 余用此已有效 惟不免过于疲劳耳
”

。
③

拘禁期间 金毓黻作诗或写 日记存在两种倾向 ，

一种是直接表达烦躁 、郁闷的情绪 ， 另
一种是尽

“

力表现出积极 、豁达的态度 。 两种念头此起彼伏 ，
他的情绪亦随之波动 。 金毓黻 日常的内心世界可

以 月 日 的 日 记为参照 。 是 日 ，金作了风格不 同的三首诗 ，其情绪显然经历了较大的起伏 。 其

两首感事诗风格阴郁 悲愤 、苦闷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 大约晚间心境平复后 金又作了 《 四有诗》 ，

他在诗中展现了对
“

居有室 食有鱼 ，读有书 ，浴有汤
”

生活的满足感 。
④ 此诗 自 然为 自慰之作 ，然而

金每每能 以积极心态应对心绪起伏 ，其间反映了他安抚 自 己 、对抗拘禁的气节 。

这期间家人的关怀是对金毓黻最大的慰藉 但也时常会影响他的情绪 。

“

正独居无俚 ，长衡儿

来函 ，言新归 自东瀛 ，送衣二袭 、 《徐霞客游记 》 四册来 ，得此心为之开
”

。
⑤

“

此间书不敷读 托人至

家取之 ，并所用衣物 久久不至 心颇闷闷 恐有障碍 ’
否则早到矣

”

。 而最令金毓黻惦念的则是其

母亲 。

“

余母今年七十有六 真所谓 日 暮西山 风烛残年 ，而迄今不知余之确息 家人亦不 以告 。 余

日夜念之
”

。
⑦ 月 日 ，金记道 ：

“

后 日 为母亲七十有六生辰 ， 不能归家奉觞
一

尽莱彩之欢 思

之黯然 。

”

日
，金

“

欲行遥拜之礼 ，旋以非典而止 。
⑧

月 日
，臧式毅在同意与 日人合作后获释 。 在臧式毅的照拂下 ，

金毓黻于 日获释 。 金

毓黻以读书 、写 日记等方式熬过了三个月 的拘禁生活 。 这种被迫的
“

拘禁
一

读书
”

生活打断了金毓

黻多年的仕宦生涯 ，
其获释后与 日

“

满
”

政学两界的关系及其 日 常生活都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

三 、 伪满时期金毓黻的政治关联

臧式毅就任伪满奉天省省长后 金毓黻被 日人内定为教育厅厅长 。 但是因金毓黻无意续任 ，

教育厅恢复又迁延 日久 ，省政府不得不先设立了
一

个过渡机构
“

教育事务筹备处
”

。
⑩ 直至 年

月 ，教育厅方恢复成立 韦焕章任厅长 。 日 人希望金毓黻担任伪满官员 ，金坚决抵制 。 经臧式毅

斡旋 ，金被派为省政府参议。

“

臧公告余
，
与金井折冲结果 ，

以君为省府参议 不必问事 ，
且谓此系

日人所硬派 不问君之受不受也 。 余曰硬派由他 不作由 我
”

。 不久 日人又派金为参事官 金井又

窜余名于省署参事之内 ，余虽托臧公力拒 ，渠竟置之不理
”

。 事实上参议与参事官为同一职务 ，只

① 金敏嚴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第 页 。

② 金敏叛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③ 金栽 ■黻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第 页 。

④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⑤ 金親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頁 。

⑥ 金孩黻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⑦ 金敏散 ： 《静晤室 记》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⑧ 金敏散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曰
，第

—

页
。

⑨ 参见 《教厅筹备 中厅长人选》 ， 《盛京时报》 ，
年 月 曰 ， 第 版 。

此后金毓黻及相 关人物担任的都是伪职 ，为 了行

文方便 不再 注明 。

⑩ 参见 《教育筹备处正式成立》 ， 《盛京时报 》
，

的 年 月 第 版
。

参见 《教育处改厅 》 ， 《盛京 时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 韦 焕章 原为金敏黻下属 。

《沈 阳蒙难记 》 （ 年 月 ）
，
金毓散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第 页 。

“金井
”

指金井章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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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称更改而 已 。 奉天省公署
“

参议改为参事官 ，金毓绂 、穆元植 、王滋栋等三名
”

。
① 时任省署顾

问的阮振铎记述了三人的分工 ：金毓黻
“

担当文化教育 帮同韦焕章成立伪教育厅 穆元植担当行

政
，
帮助我阅公文 ，王兹栋 （ 日寇陆军士官学校出 身 和臧式毅同学 ） 担当军事

”

。 奉天省文化机

关在事变后多划归教育厅管辖 。
③ 年 月 日 ，关东军参谋部森纠少佐主持协议设立图书馆

的具体问题 。 月 日
，金毓黻被任为奉天图书馆副馆长 ，

袁金销为馆长 。 日人的安排显有羁縻

之意 森纠来
“

问余何以不出任事 ？ 余以无才作事 惟喜读书答之 。 渠乃言已将沈阳公私收藏之图

书聚集于大南门 内张学良旧 邸 ，
谓之图书馆 ，愿余为之整理 。 是盖对余有防范之意 ，借此以 困羁之

也 。 从此遂移置于张邸 ，派军曹西 田 实在侧监视之
”

。
⑤ 年夏 ， 金毓黻兼任通志馆总纂 。 余

知坐守图书馆与出走有碍 ，
乃托臧公向 日 军部商谓 《奉天通志》 （应名 《辽 宁通志 》 整理者注 ）

未成 ，非金某执笔不可 ，命余专主其事 竟得谐愿。 余遂 自张邸移住于通志馆 从此亦无 日人在侧监

视 ’
而余稍得 自 由矣

”

。 以上是伪满时期金
“

担任
”

的职务。

伪满各界在提及金毓黻时或称参事官 ， 或称副馆长 。

“

奉天省政府参事官是很重要的要职 。

因为省长臧式毅兼内务大臣经常到新京 省长大印 由参事官掌管 ， 即省长不在时的代理者
”

。

“

另

外 ， 由于作为馆长的袁金错当时出任满洲 国的参议 ，长期住在新京 作为 国立图书馆的副馆长的金

氏成为事实的馆长
”

。
⑧ 因此金在一般人眼中当仍为高官 惟有交好者方知其

“

求退
”

之意 。

但金毓黻身在 日伪政权下 ，欲完全与政治绝缘似无可能 。 因为臧式毅 、金毓黻在获释后仍受到

日人的监视 毫无行动 自 由 。 臧式毅
“

由 日 本军释放时起 即派有宪兵军曹横山政雄者长期跟随

监视 美其名 曰保护 。 该军曹出则 同车 人则驻于宅内 ，公厅私宅任便出入 ，凡有来客访问须先告知

该军曹 ，得其同意后方能传达接见 。 每次会客则进人客厅坐听 ，监视与客人之谈话
”

。 直到 年

月 臧往长春专任 民政部大臣后 ， 该军曹始行撤去 。
⑩ 金毓黻亦回忆道 ： 日本宪兵

“

于余则稍放

宽 ，准余归寓住宿 但三 、 四 日 内必来看视
一

次 。 至余外出之时 常有特务尾随于后 ， 因之余不敢外

出 惟在寓读书 自遣 ， 《渤海国志长编 》之定稿亦杀青于是时
”

。 在这种情势下 金毓黻有时不得

不
“

参加
”
一

些政治活动 。 此点是金深以为耻而于 日记中鲜有记录的 。

① 《省署参事 官三名秘书共八名 》 ， 《盛京时报 》 ， 年 月 曰
，第 版

。 月 日 奉天 省城各机关领袖发表时 ，

“

谘议

金毓黻
”

列 名 于高 官之中 （参见《省署以下各机关领袖 已发表》 ， 《盛京 时报 》 ， 年 月 曰
， 第 版

） 。 但
“

该议
”

为 清末民初的

官职 ，
与前文之

“

参议
”

、

“

参事官
”

职 责相近 彼时处于张学 良和伪 满政权交替之际 ，

“

参议
”

、

“

谘议
”

似被混 淆 。 参见佟佳 江编《 民

国职官年表外编 》 ， 中 华书局 年版 。

② 《阮振铎的笔供》 （ 年 月 日
） ， 中央档案馆编 ： 《伪 满洲 国的统治 与 内幕一伪 满官员 供述 》 ，第 页 。

③ 参见 《教处 负 责保管文化机关》 ， 《盛 京时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④ 《馆务要录 》 ， 《 国立奉天 图书 馆季刊 》 年 第 期 ， 第 页 。

⑤ 《沈阳 蒙难记 》 （ 年 月 ）
，
金毓黻 ： 《静晤 室 曰 记

》 第 册
， 第 頁 。 西田 实在 图书馆的 名义是 负 责事务部 ， 掌管庶

务 、会计事 宜 。 参见 《馆务要录》 ， 《 国立奉天图 书馆季刊 》 年 第 期 ， 第 页 。

⑥ 《沈 阳 蒙难记 年 月 ）
，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 第 页 。

⑦ 在金毓黻隐居治 学后 ，
日 人甚至还有利 用其 学人 身份的意 图 。 日 人

“

欲借助他的力量 ，以 遂 其 阴谋征服之诡计 。 特 由 日

本 东京 帝国 大学赠 以文 学博士 学位 并设立伪 满研究院 请金先 生 出主院务 。 金先生严词 拒绝
”

。
（ 孟子微 《

记金毓黻先 生 》 ，
香

港 《大公报》 ，
年 月 曰 ， 第 版

）
金毓黻 年 月 曰 在北京逝世 ，

该文月 余后 即刊 出
，
因而 金毓黻的儿媳于僅认为作

者应为辽金史研究者或金先生的学生 。 参见 于僅 《 关于金毓黻先生逃脱伪满 的 回忆 》 （ 手稿 ） ， 年 月
，

金家玲藏 ， 第
一

页 。

金家玲为金毓散长子金长佑的女儿 。 原文无标题 题 目 为 笔者加。

⑧ 岛 田好 ： 《评 〈 渤海国 志长编 〉 》 （ 《 书香 》 第 期 ， 年
） ， 梁启政 、 张韬主编 ： 《金毓黻研究文集 》 ，

吉林教育音像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年 月 ，伪 满建都长春 改称

“

新京
”

。

⑨ 王希亮曾深入探讨 日本对伪满 高 官的搮纵 、利 用和控制及其对伪满社会森严 的警察特务统 治 。 参见王希 亮 《 日 本对 中 国

东 北的政治统治 （

—

》 ， 第
— —

頁 。

⑩ 参见《臧式毅笔供》 （ 年 月 ）
，
中央档案馆编 ： 《伪 满洲 国的统治与 内 幕——伪满官员供述 》 ， 第 、 页 。

《 沈阳 蒙难记 》 （
年 月 ）

，金毓傲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 第 页
。



	

王春林
“

君子待 时而藏器
”

： 伪满 时期 金毓黻 的 隐居治学

年 月 日 ，伪满建国会议召开 。 日本学者提及了金参与会议的细节 ：

“

从 月 日 中

午开始 ，为起草新国家独立宣言 ，推选奉天省政府参议金毓绂 ’
吉林省教育厅长荣孟枚 东省特别区

政务处长宋林三人为起草委员 。

”

日 下午 ，
发表

“

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
”

。 臧式毅证实了金毓黻

被挟制参与建国会议的事实 ：土肥原贤二宣布
“

建国
”

后 请各省长 回省准备 留下代表继续讨论国

号 、 国都 、国旗和国体问题 。

“

所有各项问题均系 由该大佐提案 ，所表决者亦是他的原案 。 再则每

次开会席上均有 日本军部参谋和知中佐及法律专家松木侠在场监视 。 在此种情形之下 名为开会 ，

佯为征求意见 ， 实则一方面宣布办法 我方又无具体意见 只俯首听受 ，
任人拨弄 开会则徒具形式

而 巳 。 时奉天省长代表为实业厅长冯涵清 、高等检査厅长李槃 、省署参议金毓绂
”

。 日 ，郑孝

胥亦记道 ：

“

至行政委员会旁听 ，是 日议国体
” “

奉天代表为金毓绂 、冯涵清 、李槃
”

。 是 日金还前往

拜访了郑 。
③ 郑记述较详 ，金毓黻则讳言其事 。 金仅在 、 两 日有

“

忙于酬酢
”

的记录 ， 日方

写道
“

前昨两 日 晤郑苏戡 、罗叔言二老人 。 郑公年七十三 精神充满 ，如五十许人。

”

④此事于郑孝

胥 、金毓黻两人意味不同 ，郑为伪满政权的积极筹建者 金为欲远离政治却又被迫参与的前东北官

员 ， 因而详略差别甚大 。

长春为伪满首都 金毓黻每次前往似多有政治
“

任务
”

。 年 月 日 ，

“

夜九时 随臧公

发沈垣北上
”

。 日
“

朝七时抵长春 ，

“

夜十时南返
”

。
⑤

日
“

午后 ，应臧公召赴长春
”

， 日
“

夜

十时发长春
”

。 此时为伪满政权筹建之时 ，金毓黻两次随臧式毅前往当不无关联。 然而金 日记

中多记录会友 、应酬等 返家时则从事撰述 。 臧为筹建伪满政权的
“

巨头
”

之一
，金当为被迫前往

装点门 面 、壮大声势之用 。 类似 的记述在是年 月 初亦曾 出现 。
⑦ 此时为 日 本与伪满签订《 日 满

议定书》之前 金毓黻身在政治中心却仍仅记录了其与友人的酬酢 。 究其原 因 ， 金当 为违心参与

而讳言其事 ；
另一方面 ，与旧友相聚的文字较之谈论政治显然更为

“

安全
”

。 彼时溥仪 、臧式毅等

人为伪满政权的傀儡 ，金毓黻在这种傀儡戏中亦经常随臧式毅出场跑龙套 在
一

定程度上亦充当

了傀儡 。

此外 金毓黻还曾参与过一些伪满官方的祭祀活动 ，但多无直接记录 。 年 月 日
， 刚

刚登基的伪满皇帝溥仪派前清恭亲王溥伟到奉天祭祀太庙 以及永 、福 、
昭三陵 。

—

日 ，溥伟在

奉天省 日
“

满
”

各机关协助下先后祭拜上述各地 。 此行显系官方活动 但在金毓黻的记述中形同游

玩 。

“

久思作兴京之游 寻清初建都及陵寝遗迹 今适有机会 故决计一往
”

。

“

此次随祭陵者而来 ，

同行有于 、韦二公
”

。 闻
“

嗣恭王溥伟颇工诗 ，近与相晤 盖一贵介公子而有才华者 颇熟于爱新氏

家世掌故
”

。
⑧ 可见

，金毓黻不仅随同祭陵 且曾与溥伟晤面 ，并为其风采所折服 。 此次祭祀的政治

意味较淡 金之参与似乎既有跑龙套性质 又兼有考察意味 。 而是年 月 日
，溥仪来奉拜谒太

庙与祖陵仪式的官方意味十足 ，
金毓黻在受到 赐见的伪满官员 中列 名第 位 高居 位厅长之

① 满洲 国 史编纂刊行会编 ，黑龙 江省 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译 ： 《 满洲 国 史 总论》 ， 黑龙 江省 社会科 学院 年版 ， 第

—

頁 。

② 《臧式毅笔供》 （ 年 月 ）
， 中央档案馆编 ： 《伪满 洲 囯的统治与 内幕

——伪满官 员供述》 ， 第
—

页 。

③ 中 国 国 家博物馆编 ，
劳祖德整理 《郑孝胥 日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中华 书局 年版

，
第 页 。

④ 金敏散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日 、 曰

， 第
—

页 。 郑孝胥字苏戡 ， 罗振玉字叔言 、叔蕴 。

⑤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曰

，
第 页 。

⑥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曰
， 第 页 。

⑦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日
、

曰 、 曰
，
第

—

页 。

⑧ 金毓黻 ： 《静晤 室 曰 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日 、 日
，
第 、 页 。

“

于 、 韦二公
”

当指于芷山 、 韦 焕章二人 ，

均 为陪同 溥伟的地方官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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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但金毓黻在 日记中对这次祭祀只字未提 此种出场显然仍为跑龙套性质 。

类似的情形在
一些文教会议或出访中亦存在 。 年 月

—

日
，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 、

服部宇之吉等人访问伪满 其间与郑孝胥 、罗振玉等伪满高官成立 日 满文化委员会
，

并开会数 日 。

郑孝胥几乎全程参与了接待和会议 。
② 而金毓黻却仅在 日记中记录了其陪同内藤湖南以及与之谈

论学术的内容 。

③ 但金毓黻主持的奉天图书馆馆刊则证实 了他参与会议的事实 ： 日
“

金副馆长

为出席 日 满文化委员会公出文教部 ，
二十 日 归任

”

。
④ 金毓黻参与了成立会 ， 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

委员 。
⑤ 但金 自始至终都讳言其事 或则并非本意 。 年 月 ，

民政部大臣臧式毅率民政部与

奉天省官员访 日 ，金毓黻亦随行 。 行程 中包括拜访 日 本天皇 以下诸官署的 内容 。 然而金在 日

记中仍然多记录访问 图 书馆等文化机关以 及名胜 而无政治会晤 金当仍为被迫前往而讳言

其事 。

伪满时期 金毓黻有意地远离政界而转向学术界 。 这显然是时势所迫 ，意在保身与明志 。

年 月 日
，金毓黻写道 ：

“

自今 日起 ，
谢去一切酬酢 ，在家不见

一

客 ，对人不轻发
一

言 ，
以此为持身

涉世之方 。

”

⑧ 年 月 日
，
已成为金毓黻友人的森纠行将归国 行前他建议金毓黻在学术界

谋保身之道 ：

“

方今局势未定 ，先生以不居政界为 当 ，居而有为被嫉 ，居而无为被蔑 ；应求 明哲保身

之道于学术界 。

”

这番话令金生出知 己之感 。 从金毓黻的反应看 ，森纠 的建议正契合他的心思 。

尽管其间仍有被迫参与政治之情事 但金已逐渐淡出 官场 。 金毓黻的参与对 日 人和金而言颇有
“

各取所需
”

的意味 。 日人希望以此营造伪满政治的 民意基础 而金毓黻的轻描淡写与专注学术 ，

既表明参与出于胁迫 ，又折射了他的志趣所在 。

四 、 伪满时期金毓黻的社会交往

淡出官场后 ，金毓黻与伪满政学两界的联系仍然很密切 。 但金毓黻仅以学人或旧谊身份同他们

交往 ， 因而其政界人脉仅略有发展 ，而学界人脉则扩展较大 。 后辈因而称赞其
“

去官益觉士名高
”

一

）遗老与 旧谊

伪满政权中的前清遗老多为 旧式学人 ，
在论学稽古方面与金毓黻志趣相投 。 奉系及张学良时

期的官员大多留任伪满 ，金与他们既有旧谊 ，又多有文人间的酬酢 。 因而金毓黻与伪满各阶层官员

① 参见 《满 日 要人荣蒙賜谒 》
，
《盛京时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② 参见 中 国国 家博物馆编 《郑孝胥 曰记》 第 册 ， 年 月 曰
、

曰 、 曰 、 曰
、

曰 、 曰
、 曰

，
第

—

页 。

③ 参见金毓散《静睡 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日 、 曰 、 曰 、 日 、 日
，

第
、 页 。 金 日

仅记录
“

阅 《翰苑新书》 几个字 曰 自 长春前往吉林 ， 因此 曰 或仍陪 同 内 藤等人 。

④ 《馆务要录 》 ， 《 国 立奉天 图 书馆季刊 》 年 第 期
，第 页 。

⑤ 该会为 日 人氷野梅晓等人推动建 立 。 是年 月 日
，
郑孝胥与 水野 、 宝熙 、 罗振玉 、袁金艳、臧式毅等人成 立

“

中 央文化

委员 会
”

之发起会 。 该会拟举郑 为会长 ，
宝 为 副会长

， 罗 为博物馆馆 长 ， 袁 为 图 书馆馆长 。 发起会成 员 多 与金毓黻熟稔
，

而金又

主持奉天 图 书馆 ，
所 以金与会及成为委 员似 为情理之 中 。 参见 中 国 国 家博物馆编 《郑孝胥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月

日
、

曰
，

月 日 、 日
、

日
、

日
， 月 日

，
第 、 、 、 、

、
、 、 頁 。 该会应即后 文的

“

满 日

文化协会
”

。

⑥ 参见 《臧大 臣
一行抵连 》 ， 《盛京时报 》 ，

年 月 曰
，第 版 。

⑦ 参见金栽傲 《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 年 月 日 、 日 、 日 、 曰 、 、 曰 、 日 、 曰 、 日 、 日 、 日

、

曰 、 日 、 、 、 、 、 、 第
— 頁 。

⑧ 金敏黻 ： 《静晤 室 曰记》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幻 页 。

⑨ 金敏黻 ： 《静晤 室 曰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⑩ 竞方
： 《锯木诗呈静底世丈》 （ 年 月 曰 ）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 第 页 。



	

王春林
“

君子待时而 藏器
”

： 伪 满 时期金毓 黻的 隐居治 学

颇能
“

融洽
”

相处 。 但因政治关系
，
金的接触与应酬大多属于私交性质 。

在遗老方面 ，金毓黻多以后辈学人的身份来往 ，而不涉政治 。 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本身 即为诗

人 、书法家 。 金对两人交往的记述较为简略 郑孝胥则有详细记录 。 年 月 日 ， 金毓绂

来 ，新举为国立图书馆副馆长 ， 求书图书馆扁及
‘

千华山 馆
’

扁 ，乞 《海藏楼诗》

”

。 同年 月

日
，金

“

遗所著《渤海 国志长编要删》 ， 本于唐元素所撰 《渤海 国志 》而增广之 ；
且言将集 《辽海丛

书 》 ， 已搜辑数十种 。
② 年 月 日 ，金毓黻记道

“

夜起庵主为余作篆 、隶书小幅 ， 由叶浦

老转来 ，因其近喜习此二体也 。

”

③从两人的记述看 二人似纯为文人往来 。 曾任监察院院长的罗振

玉亦为学界前辈 。 金毓黻曾到旅顺拜访罗振玉父子 ，并参观其藏书 。 罗振玉 回拜时谈及 《 四库全

书 》与 《清实录》刊印事 。
④ 其后罗氏父子与金多有学术往来 。 金赞颂罗道 ：

“

老辈心细如发 ，读书

得间 ，真后生所万不敢望 。

“

⑤在长春时 金毓黻曾
“

欲往拜罗雪堂 以居于枢府 中 故不之往
”

。 这

一

细节暗示了金在与罗交往 中似有意排除政治因素 。 遗老陈宝琛德高望重 金毓黻对其执晚辈礼

甚恭 。 年 月 日 ，金 同好友黄黎雍往长春谒见陈宝琛 其后金毓黻收到袁金铠转来陈宝

琛之诗及条幅 陈对金与黄黎雍赞誉有加 。
⑦ 在陈宝深返回天津时 金又至车站迎候

“

仅立谈数分

钟 ，车开别去
”

。
⑧ 陈宝琛对金毓黻颇为期许 ， 曾致函金道 ：

“

知撰集《渤海国志长编 》
二十卷 ，卒业

在即 ，尤亟快睹 。 旧邦文教 ，惟赖二三贤达倡导而振兴之 庶不为异说所移夺 。

“

⑨

在原东北高官方面 曾任伪满奉天省省长等职的臧式毅与金毓黻公私交谊匪浅 对金关照甚

多 曾任黑龙江省省长等职的孙其昌对金亦甚照顾 。 彼时金处嫌疑地 动辄得咎 。

“

孙公告余云 ，

此时不可轻作诗
”

。
⑩ 金毓黻对孙 、臧二人的知遇亦甚为感激 ：

“

长春之孙公 沈 阳之臧公 ，
弟皆追随

甚久 肥瘠相关 患难与共
，
且屡屡为弟道地 。

” “

余橐笔外 出 原为饥驱。 前依孙公 ，
不为不久 而

衣食之惠 ，衔感难忘。 及依臧公 其情亦然 重 以 中经忧患 ， 相依为命 ，
二年以来 ，辄以冷暖枯菀相

关
”

。 曾任参议府参议等职的袁金铠为奉天著名士绅 ，与金毓黻交谊甚深 。 金曾在诗中写道 ：

“

洁

丈吾所师 况居乡党久 。

”

金对袁之为人处事甚为推崇 ，

“

余每与梁钧甫晤面 ，必盛赞洁丈之器量 ，

尤佩其能与时消息
”

，

“

孟子所谓不动心者 洁丈其庶几矣
”

。 金毓黻为袁校订文稿
“

洁丈嘱余校

订谓宜痛删 有不适处即加改正
”

。

“

余承其意 ，多所删订 ，非此无以报公 ， 亦非公不能受此也
”

。 袁

金铠在 日记中则称赞金
“

头脑清晰而绝无痰气
”

在旧 时同僚方面 ，
金毓黻则以 旧谊或学人身份相酬酢 ，更无关政治。 好友穆元植原亦任职东

① 中国 国家博物馆编 ： 《 郑孝胥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

千华山 馆
”

为金毓黻书斋 名 ；
郑孝 胥号海藏 ，

《海藏楼诗 》 为其谇集 后文的
“

夜起庵
”

为其 书斋名 。

② 中 国 国家博物馆编 ： 《郑孝胥 曰 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③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乃 页 。

④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月 曰
，
第

—

页 。

⑤ 《复 罗雪堂先 生笺 》 （ 年 月 曰
）

，金毓黻 ： 《静晤 室 曰 记 》 第 册 ， 第 页 。 罗振玉号雪堂 。

⑥ 金毓黻
： 《静晤 室 曰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⑦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日
， 第

—

、 頁 。

⑧ 金毓黻 ： 《静晤 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⑨ 金毓黻 ： 《静晤 室 曰记 》第 册 年 月 日 ，第 页 。

⑩ 金毓做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复刘 馨岩函 》 （ 年 月 曰 ）
，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第 页 。

金毓散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頁 。

金毓散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糾 页 。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年 月 曰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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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事变后转任参事官 。 金很欣赏穆的人品学问 两人于问学上
“

时有商量之雅
一

言
一

契 ，分寸之

得 则誉不容 口
”

。 友人阚铎任奉山铁路局局长 颇有名士风范 。 金毓黻对其有 中肯的剖析与评

价 ：

“

阐君霍初喜浏览书史 ，
好刻书 喜近学人 ，诚晚近不可多得之人 。 然有一短 ， 即好惊声气 ，不于

书卷中细细求之 。

”

阚去世后 ，金毓黻主持的奉天 图书馆馆刊哀悼称 ：

“

本馆 自奉命筹备以来诸凡

进行规划
，
故阚先生霍初赞助实多 临终遗嘱复将所藏图书尽数捐赠本馆 ，仁风义举 ，薄海同钦。

” ③

日
“

满
”

政界 、文化界人士亦同声哀悼 。
④ 友人阎传绂曾任奉天市市长等职 ，金尤称赞其作诗与结社

之能力 。

“

纫韬之诗 ，喜为近体 ，晓畅似元 白 ，典丽似温李
”

。

“

自移宦沈 阳
，盖不懈于倡导。 既结鸥

波诗社而为之主
一

岁之中 频相赓和 ，余亦得追随其后 ，收切磋观摩之益
”

。
⑤

除诗文酬酢外 ，在婚丧嫁娶这些政治痕迹淡薄的活动中 金毓黻与官员们常以友人身份来往 。

年 月 日 ，

“

同绍伯赴辽阳 唁孙公丁内艰 。
⑥ 年 月 日 ，

“

臧公为子完娶 前往助

忙 逾午事毕
”

。
⑦ 在臧式毅儿子的婚礼上 前往致贺的 日

“

满
”

要人甚多 其中多为金毓黻的 旧 日

同僚 。
⑧ 这些活动维系着金毓黻与旧谊的联系 亦缓解了其隐居不仕的尴尬处境 。

此外 ，金毓黻与伪满官员 的交往 中亦不可避免地涉及时局或人事 ，但他仍多以学人或友人身份

出现。 年 月 日
，
金

“

为省垣治安事询之当局 ，
谓有把握

”

。 此当局当指臧式毅或负责沈

阳治安者 。 年 月 日
，郑孝胥亦曾记道

“

金毓黻来 ，为吴继镇求事 。

”

⑩吴为吴廷燮之子 ， 金

毓黻与吴廷燮多有学术往来 后来曾拜其为师 。 因而金毓黻为吴求职属情理之中 但他竟然向郑孝

胥求职 。 可见 金毓黻虽未出仕 但在伪满官场仍有丰富的人脉 因而他的潜在影响不容低估 。 金

毓黻还曾向长春旧谊打听官方对其友人之态度 。 年 月 日
，

“

至春城 晤王荆 山 、孙笙午 、

田新吾 、杨世祯 。 为秩青事多方访讯 ，无不详之耗 心稍慰
”

。

金毓黻的
“

高官
”

背景及其与伪满官员 的交往对其治学助益不小 。 金毓黻在考察中每到一地 ，

必有 当地官员 出而接待 或陪同 ，或宴请 ，或迎来送往 。 在报界眼中 金的考察們然是一种官方活

动 。 年 月 的 《盛京时报》报道称 ：

“

省公署参事官金毓绂 日前莅县境石山站调査
”

，

“

兹于月

之十七 日 由义返锦 复调査古迹
”

。 在史料搜集方面友人或旧谊亦常 向金毓黻提供帮助 。

年 月 日
，

“

午后诣阚宅 借观镜泊湖调査书及照片
， 承赠照片

一份 益我非浅
”

。
⑩ 同年 月

日
，
金又记道 ：

“

近 日 得见二墓志 ， 皆 明人也 。

” “
一

为翁君问卿所得 出 自锦县 ；

一为孙君笙午所得 ，

出 自辽阳 。

”

⑩在书籍刊印上金毓黻亦得到旧谊的支持 。 他先后与韦焕章 、袁金铠 、熙洽等人商议刊

① 《穆允滋先生传 》 （ 年 月 曰
） ，
金毓黻 ： 《静晤 室 曰记》 第 册

， 第
—

页 。 穆元植 字允滋 。

②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頁 。 阚铎 字霍初 。

③ 《国 立奉天图 书馆季刊编辑例 言》 ， 《 国立奉天 图书馆 季刊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④ 《阚局 长哀荣》 ， 《盛京 时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⑤ 《 〈稻 农诗草 〉 序 》
（

年 月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 第 页 。 阎传绂 ， 字纫韬 。

⑥ 金毓猷 ： 《静 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⑦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頁 。

⑧ 参见 《臧吉 两家联姻 ： 华烛典礼盛极
一时 》 ，

《盛京时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⑨ 金敏黻 ： 《静 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第 頁 。

⑩ 中 国 国家博 物馆编 ： 《 郑孝胥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金械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

秩青
”

应为杨钟曦
，
字子 晴 、 芷晴等 ，

曾任伪 满奉天博物馆

馆 长 ，参与 《奉天通志》的编基。 参见王成科编 《辽 阳近现代人物 录》 ， 第 页 。

⑩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 日 、 曰 、 日 、 曰 、 日 、 曰
、

日 ， 第
—

页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日
、

曰 、 日 、 日
，
第

、

—

页 。

⑩ 《金参事官调查 古迹》 ， 《盛京时报》 ， 年 月 曰
， 第 版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金敏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王春林
“

君子待时 而藏器
”

： 伪满 时期 金毓黻 的 隐居治 学

刻 《辽海丛书 》事 ，
并获得支持 。 该书

“

出资者五人 ： 曰沈 阳臧 氏 、长 白熙 氏 、辽阳袁氏 、吴氏 、孙

氏
”

。

二
） 日本学者 圏

九
一八事变后 ，

日本来东北侨居的人数大幅增加 。
③ 金毓黻与 日本各界的交往亦空前密切 ，其

中大部分为来访学者或 日 本文化机构 ，形成了一个以金为中心的学术圈 。 这个学术圈包括在伪满 、

朝鲜与 日 本的 日籍学者以及图书馆 、研究所等学术机构 详见表 。

表 伪满时期与金毓黻交往的 日本人及机构

类别

满铁官员 粟野
、
木村锐市 、黑柳一晴 、

饭田 。

宪兵 横田 、森胁 、西 田实 。

关东军军官 森纠 。

羽 田亨 、 松崎鹤雄 、
植田武雄 、植野 、稻叶君山 、和 田清 、村田 、滨田耕作、池 内宏 、鸟 山喜一 、秋

贞实造 、外山军治 、小林胖生 、山下泰藏 、赤松智城 、水野梅晓 、藤塚邻 、莺渊
一

、泥川资言 龟太

郎 ） 、内藤湖南 、服部宇之吉 、桥川时雄 、秋叶隆 、竹岛卓一 、斋藤 、渡边三三 、原田 淑人 、关野贞 、

园 田
一龟

、鸟居龙藏 、长泽规矩也 、
三上次男 、岛 山 、岛村义太郎 、狩野直喜 、黑田 、吉 田 。

诗人 国分高胤 、长尾甲 、 土屋久泰 、仁贺保成人 、茅原华山 。

伪满 日 系官员 金井章次 、松冈 、 中野高
一

。

伪满文化事业官员 杉村勇造 。

图书馆官员 卫藤利夫 、和 田 、柿沼介 、
岛 田好 、尾崎唯

一

、大塚 、久米 。

伪满教育官员 安藤基平 、诸石熙一 、岩间德也 、伊藤伊人 、崛越喜博。

神社人员 山 内祀夫 。

书贩 坂本胜 、加藤 。

满铁图书馆 、东方文化学院 日本京都研究所 、东亚考古学会 、满铁奉天西站图书馆 、东洋文

库 、满铁奉天西站中学 、满洲学会。

政府机构 曰 本领事馆 。

资料来源 ：此表为笔者据 《静晤 室 日记 》制成 ，
时间为 年 月

一

年 月
。
其 中金瓶戴在 日 本访 问 时所来往的 日 人和

机构未列入 。

金毓黻与 日 本学者的交往可以稻叶君山为例 。 年 月 日 ，稻叶君 山来访 两人一见如

故 。 在治学路径上 ，

“

君言其师内藤湖南谓 研究辽东史实 ，宜先从朝鲜人手
”

。 在史料上 ， 稻叶谈

到在朝鲜所见的勸海史料。
④ 其后两人多有观点与史料之交流 。 稻叶君山对与金之交往记忆深

刻 ，

“

比者往来辽海之间 得识辽阳金君静庵毓绂 ，

一

日静庵出其所主编之东北丛刊数册 ，告余以中

① 参见金級 ■散《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年 月 日
，

年 月 曰
，

年 月 曰
， 第 、

、 页 。

②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此五人依次为臧式毅 、熙洽 、袁金乾 、

吴恩培
、
孙其昌 。

③ 参见 《侨满外人全 国统计
：

九一八后遽增 十倍》 ， 《盛京时报》 ， 年 月 第 版
。

④ 参见金敏叛《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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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汉译之发达史 ，
乃杨君橐吾成能所译。 其译语畅达 文笔流利 ，余甚喜之 。 但丛刊中废 ，斯役亦未

得毕业 ，殊为可惜
”

。 日本汉学泰斗内藤湖南来访时金毓黻亦陪伴左右 。 内藤湖南赠以诗及碑刻

拓本 ，诗中称赞金
“

静庵关左秀
，
为寄万秋情

”

。 其间金毓黻与内藤多有交谈 ，金详细整理了 内藤关

于东北史研究 、保存和出版方面的谈话要点 。
②

‘

日本学者拜访金毓黻时多为访求史料 交流心得 。 金成为 日 本学者在伪满访学时必见的学者 。

“

稻叶君山先生介绍 日本 中央大学教授泷川博士来见 询 以 《永徽法经》
一书有无传本 余告以未

见
”

。
③ 朝鲜京城大学赤松智城与秋叶隆

“

专究民风土俗之学
”

，

“

询余能至职萨满者之家
一观其究

竟否
”

金乃引介并陪同观看萨满仪式两次 。
④ 金毓黻与来访学者在学术上较为投契 。

“

岛 田君绩

于学 考览颇博 ，与余有针芥之契 园 田君读书稽古 造诣孟晋 亦岛 田君之流亚 ，此虽居异方域 言

语暌隔 ，而可联为缟 者也
”

。
⑤ 金对 日本学者 的学术造诣亦颇为钦敬 。

“

大抵东邦学者于东北地

理多所阐发 剩义甚少 ，如近顷余考得之扶余城及通州城等地 ，
虽为东士所未言及 亦不过

一

鳞
一爪

而已
”

。

日本学者或机构还时常向金毓黻赠送或提供珍贵资料 ，
令金备感快慰 。 金毓黻在 《 〈雪屐寻

碑录 〉叙 》 中叙述了 内藤湖南等 中 日 学者在刊刻该书过程中 的共同努力 。
⑦ 金毓黻还时常 自满铁

图 书馆 以及 日本研究机构获得珍贵史料 。

“

至满铁图书馆晤植野君 借 《续 日本纪 》 、 《高丽史 》各

一

册 此皆所谓生平未见书也
”

。
⑧ 东方文化学院 日本京都研究所寄赠金毓黻《唐三藏法师传》

一

函 该书
“

以高丽刊精本摄印 复校以诸家藏本 而撰考异 有功学术 ，殊非浅鲜 。 拜领之余 欢喜

无量
”

。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⑩与满 日 文化协会组织的学术考察活动金毓黻亦时有参与 。 金对这种考

察十分重视 ，他在考察渤海东京城前写道 ：

“

明 白易 晓者无过金石文字 ，苟有所得 ， 皆史料也 。

”

因为
“

是地土匪极多 千里迢遥
”

。 金毓黻首先随考古学会在长春 、吉林之间与 当局接洽考察事

宜 。
⑩ 考察期间 金毓黻备尝辛苦 。 年 月 ，金毓黻又随同满 日 文化协会往辑安考察好大

王碑 。

伪满政权是在 日本扶植下建立的傀儡政权 ， 日 本学者 、官员等在伪满俨然
“

上宾
”

。 与 日
“

满
”

官员和学者的交往对处境尴尬的金毓黻 自然具有保护伞的作用 。 金毓黻未必有
“

挟洋 自重
”

的考

虑 但客观上对其治学与 日常活动是十分便利的 。 金 年经由 日 本逃 回到国统区即得益于 日 本

① 稻叶君 山
： 《汉译满洲发达史序 》

，
稻叶君山 著 杨成能译 《满洲发达史》 ， 萃文斋书 店 年版

， 第 页 。 杨成能字橐吾 。

② 金毓傲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日 、 日 、 曰 、 日 ， 第
—

、
—

页 。

③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④ 参见金毓敬《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月 日 ， 第 、 页
。

⑤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⑥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⑦ 参见 《 〈 雪屐寻碑录 〉叙 》 （
年 月 日 ）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
第

—

页 。

⑧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记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⑨ 《谢 东 方文化学院赠 〈唐三藏法师传 〉 函 》 （ 年 月 曰
）

，金毓黻 ： 《静晤 室 曰 记 》 第 册 ， 第 页 。

⑩ 该学会有明显的为 曰 本政治服务的 目 的
，
参见严绍璗 《 本中 国学史》 第 卷

，
江西人民 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日 、 日 、 日 ， 第
—

页 。

《再致 关路夫笺 》 （ 年 月 日 ）
，
金毓黻 ： 《静晤 室 日记 》 第 册 第

—

页 。

参见金毓黻《静晤 室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日 、
日

、
曰

、
曰

、
曰

、
日

、
曰

、
日

、
日

、
日

， 第

—

页 。

参见刘正《京都学派》 ， 中华书局 年版 。 曰本京都 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 、 内藤湖南 、滨田耕作 、 羽田 亨等人在 曰 本政学

两界都很有影响 ， 滨田 与羽田 等人并且与 军界 、政界关 系密切 。 东京学派的 池 内宏 、 原田淑人
、
鸟 山喜一

、
和 田清等人或 亦如是 。



	

王春林
“

君子待 时而藏器
”

： 伪 满 时期 金毓黻 的 隐居 治学

友人的帮助 。

“

适值 日本东京 、京都两帝大教授服部宇之吉 、池田 （ 内 ） 宏 、羽 田亨等过沈 ，余早与之

相善 ，乃托其向 日军部商洽 ，谓金某研究东方学术及东北文献 ， 为吾等所敬佩 应准其赴 日 留学二

年 ，
以收联系之雅 。 竟借其力得以无阻

”

。 金毓黻的儿媳于僅补充 了更多的细节 ，

“

当时沈 阳领事

馆中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历史有研究 了解静公的学术成就与为人 ，更同情他的遭遇
”

，

“

就不畏风

险地为静公开了个出 国考察的护照 ，静公才得成行
”

。

“

他那次逃走 ， 无论到朝鲜 到 日本 ，
都有史

学界人士去迎接 ，看望
”

。
②

五 、 伪满时期金毓黻的 日 常生活

伪满初期 金毓黻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 。 年 月 ，金与友人游北陵 此为变后第
一

次郊游 。
③ 即使在其母寿诞时 ，金毓黻亦不敢知会亲友庆祝 ，场面略显冷清 。 这 自然是明哲保身

的无奈之举 。

“

时会不定 ，
不敢铺张 虽至友如允滋亦不敢明告 只在家中张宴 ，为团圉之乐 ，

以悦老

人耳 目
”

。
④ 年初 ，金回顾道 余

“

尚知谨饬 自守 且近一年来 ，绝少交游 不当政权 亦无开罪

于人之事
”

。
⑤ 这可作为其事变后与外界接触的概括 其间的小心谨慎 自 不待言 。 因无公务牵 累 ，

金毓黻 回乡省亲的次数亦有所增加 。

“

倘半月 不之见 必以为有他故 故仆乃频频归视 恐先母之

念仆也
”

。

但事实上金毓黻的生活环境已经渐次改善 。

一

方面 ，
金毓黻的 日常酬酔逐渐增多 ，

参加者多为

旧友或 日本友人 其中多为任职伪满者 。 年 月 日 ，

“

晚同允滋邀 日 人横山 、森胁二君饮于

明湖春 ， 同座有曹克城 、刘仲闻 、于子廉 、于洁泉 四君作陪 又有 阮叔周君 已约定而忘催请
”

。
⑦ 横

山 、森胁为监视臧 、金的 日人 此类活动显然有助于缓解其处境 。 稍后金毓黻又加人 了鸥波诗社 。

年 月 日
，

“

与会者凡十五人 纫韬 、黎雍 、路夫诗皆先成 ，颇饶文酒之乐
”

此后诗会每隔

三五月 举行
一次 。 另一方面 金毓黻与关东军军官森纠的关系亦逐渐密切 。

“

余前为制砚铭 今 日

又书条幅赠之 。 以余所睹 ，东邦军人应以此君为最 ，泽古 自娱 ’独有神契 可谓投分之友
”

但是金毓黻此时在行动上仍然不甚 自 由 。 金后来回忆道 ：

“

余以 主一省教政 ，各校员生 皆为余

之党徒 故于余之行踪特为注意 。

”

⑩因不能 自 由 出行 ，故他在搜求 国内图书时只能通过邮购或求助

友人 。 年 月 日
，

“

向蟫隐庐购书 汇款十
一元 。 又 向同文书店购书 ，汇款七元

”

。

年 月 日 ，金又写道 ：

“

托福克司先生由北平 图书馆抄来 《大元一统志 》残本数卷 ，昨 日 携到 此

真可喜之事也 。

”

而国 内学界的活动他也仅能听闻 而无法参与 。 年底 ，傅斯年 、徐中舒等撰

写的 《东北史纲》 即将刊行 金 闻知后颇感遗憾
“

佘久蓄意撰 《东北通典》 ，
而竟不与此役 ， 为之怅

① 《沈 阳蒙难记 》 （ 年 月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 第 页 。

② 于僅 ： 《关于金毓黻先生逃脱伪满的回忆 》 （ 手稿 ） ， 年 月
，
金家玲藏 ， 第 页 。

③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④ 金瓶黻 ： 《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 年 月 第 页 。

⑤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⑥ 金敏黻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年 月
，
金母病逝 金悲痛 万分 。

⑦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其 中 曹 克城 、
阮叔周 即 曹承宗 、

阮振铎 ，

后 为伪满官员 。

⑧ 金敏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⑨ 金毓黻
： 《静晤室 日 记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⑩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两 书 店 皆 在上 海。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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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

。 时人甚至对金的隐居读书也有非议 ，

“

余喜亲书卷 ， 时以笔札 自遣 ，然此亦足以 累人 非善于

自处者也 。 且余所致力者 在考古一事 与今世绝不相蒙 而不知者乃 以为别有用意 。 设如所云 ，真

所谓进退失据
”

。 他有时亦会对读书生出厌倦之感 。

“

愈衍愈繁 ，层出不穷 ，终 日伏案 茫无端绪 。

然舍此别无 自遣之方
”

。

尽管如此 金毓黻仍谨守气节 ，不与时人同流合污 。 年 月 日
，

“

今 日有人以不人耳之

言来相劝勉 此真不知余为何如人者
”

。

“

弃世逃名 居夷浮海 。 世既无可与语 ，故宁出此途而不顾

也
”

。
④ 年 月 日 ，

“

座有生客 ，多谈不入耳之言 ，又热不可耐 ，勉强终席
”

。
⑤ 这些似劝金出

仕或为伪满歌功颂德者 ，显然与金的想法格格不入 。 甚至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 ，金毓黻也宁肯穷

困 而不作他想 。

“

向 日俱作冷官 ，恃节俭以维生计 刻虽收项令 （ 疑
‘

令
’

为
‘

合
’

之误 整理者

注 无 ，
决不因此稍萌畏穷之念 亦决不向人呼穷

”

。 而此时金毓黻的友人多有迫于生计出任伪官

者 。 黄黎雍出仕时 ，金感慨道
“

风尘奔走 室家为累 舍此別无谋生之术
”

。
⑦ 杨显青在寄给金的诗

中亦表达了其出仕的无奈
“

生计云何移素志 仕途仍不免清贫 。

”

⑧

在精神压抑 、生计渐窘的情势下 ，
金毓黻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治学上 。 他满含使命感地写

道 ：

“

我辈似受苍苍者所诏示 若负大任于厥躬
”

。

“

如 旧籍之刊行 ， 古迹之搜求
，
皆有非我莫属之

势
”

。 金毓黻的治学成绩亦颇为显著 ，
其代表作《渤海 国志长编 》与 《辽海丛书 》皆刊刻于是时 。

《渤海国志长编 》 出版后深得时人赞誉 ，金梁 自 天津来函称 ：

“

《渤海长编 》广搜博证 前无古人 ，此处

学者共惊绝作 ，
英友庄君万里电购 吾鲁之光 ，

弟亦与有荣施焉 。

”

⑩ 日本学者外山军治略嫌苛刻地

评论道 ：

“

这本书的特点与其说是论说 ，莫如在于作为史料集这点上。 作为史料集 ，本编近乎完美 。

添了非常便利的书 。

”

年下半年以后 ，在金毓黻的隐居治学及其学术圈 的影响下 ， 日
“

满
”

各界逐渐认同了他的

学人身份。 年 月 日 ，金
“

诣西站图书馆讲演《东丹王陵考察记 》 ，
倩文君蔚芝作翻译 。

年 月 日 ，

“

朝鲜都督宇垣氏新印 《诗次故》
一帙 介稻叶君山先生见贻

”

。 日
“

满
”

官员

学者对金的治学能力亦评价颇高 。 岛 田好认为
“

金氏见识过人 （ 至少在满洲 ） ， 是非 常有前途的学

者
”

。

“

满洲 国首相郑孝胥把金毓黻誉为满洲国第
一

学者 在进行新研究的学者很少的满洲 国 ，是

除罗振玉和上述的吴廷燮等大家之外 作为这方面研究的学者的第
一

人
”

外山军治亦指 出 ：金
“

作为满洲国首屈
一

指的学者 ，
现在是名气很高的人 。

”

① 金敏黻
： 《静晤 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第 页 。

②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

年 月 日
，第 页 。

③ 《致景武平吉林笺》 （ 年 月 曰 ）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第 页 。

④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第 页 。

⑤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年 月 曰
，第 页

。

⑥ 《致 郭振声 笺 》 （ 年 月 曰 ） ，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记》 第 册 ， 第 页 。

⑦ 金敏傲 ： 《静晤室 日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生计是一般行政人 员参 与伪政权的 重要原 因 ，这在 汪伪

政权的江苏 亦存在 。 参见潘敏《
江 苏 伪基层政权研究 （

—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⑧ 金毓敬 ： 《静晤 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第 页 。

⑨ 《致 阚霍初笺 》 （ 年 月 曰 ）
，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第 页 。

⑩ 金敲嚴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第 页 。

外山军治 《评金毓级 〈渤海国 志长编 〉 》 （ 《史林 》第 卷第 期
，

年 ） ，梁启政 、张輪主编 《金瓶黻研究文集 》 ，第 页 。

金敏黻 ： 《静晤 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金妓黻 ： 《静晤 室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第 页 。

岛田好 ： 《评 〈 渤海国 志长编 〉 》 （ 《书香》第 期
，

年 ）
，
梁启政 、 张韬主编 ： 《金毓載研究文集 》 ， 第 、 页 。

外 山军治 《评金毓級 〈淑海国 志长编 〉 》 （ 《史林 》第 卷第 期 年 ）
，
梁启政 、张頓主编 《金航黻研究文集 》

，
第 页 。



	

王春林
“

君子待 时 而藏器
”

： 伪满 时期金毓黻的 隐居治 学

随着学人身份的树立 金毓黻的处境改善很多 其 日常生活亦渐趋闲适 。 年 月 ，

“

朝间 ，

至万泉河散步 。 自前 日始 ，
日为常课 。

① 至 年 月 ，

“

每 日朝起散步于小河沿 晚餐后复为击

球之戏 ，体魄渐强 ，精神 日 畅
”

。 而金毓黻的外出游览亦逐渐增多 。 年 月 ，
金敏黻携妻儿往

东陵游园 。

“

日来天气晴明 群花都放 ，
时属夏初 而春光灿烂如江南之二月 焉 。

③ 年 月 ，

金毓黻在熊岳浴于温泉 ，

“

仰卧汤中 如寝蓺火之土床 ，初觉蒸热 ，久则快美 ， 白 云行空 ， 与碧天相

映
”

。
④ 明丽的文字中间流露了金此时的愉悦心情 。

但愉悦仅是
一

时的 伪满政权下隐居读书的苦闷则时时存在 。 在隐居中 金毓黻对旧友尤为珍

惜 。 阚铎逝世时 金哀叹道
“

从此余少一知友 、

一可谈之人 。 人琴之痛 其何能已 ！

” “

知交寥落 其

何以堪 伤哉 伤哉 ！

”

⑤旧友的凋零或出仕更加深了金毓黻的孤寂落寞之感 。 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

达了孤独 的心境 ：

“

念 自蛰居沈水 ，罕与人通 允滋墓有宿草 ’霍初归骨故乡 ， 武平则匿迹新都 ，足下

亦远睽异地 ，独学无友 孤陋寡闻 正谓仆之今 日 。

”

⑥

六 、 结语

九
一

八事变后 ， 困顿东北的 中国官员面临着民族大义与现实局势的抉择问题 。 逃亡关内 、投军

抗 日 和出任伪官是他们可做的几种选择 。 多数东北官员并非甘心做汉奸 ，最初不过是意 图维持局

面 后来却愈陷愈深。
⑦ 伪满时期 ，金毓黻确有担任伪职和参与政治之情事 但其中既有

“

跑龙套
”

的被迫 ，又有
“

两害相权取其轻
”

的无奈 。 金毓黻的打算是
“

宁受困辱 以俟时机之至 。

⑧ 时在伪

满的好友金景芳解说道 ：

“

先生是以老母在堂 ，采取辞尊居卑 ，伺机逃走的对策 。

”

罗振玉之孙罗继

祖亦指 出 ：

“

静老 隐忍就辽宁省 图书馆长职 ， 以金 已在范不能委之而去 ，用 心 良苦 ，
后人应厚谅

之。

” ⑩在金毓黻 年逃回 国统区时 ， 国 民政府及其友人黄炎培 、傅斯年等皆 以欢迎态度待之 至

抗战后期和战后方出现诋毁和质疑 的声音 ，
但即便以战后国民政府颁布的 《处理汉奸案件条例 》

核定 金亦无有犯科者 。

在奉系和张学 良时期 ，

“

学人人仕
”

的金毓黻已发展了 自 己的政界人脉和学术圈 。 九
一八事变

前 ，金毓黻的
“

官员
”

身份要多于学人角色 。 在从政界向学术界转变过程中 ，
金毓黻的

“

官员
”

身份

① 金敏黻 ： 《静晤室 曰 记 》 第 年 月 曰
，第 頁 。

② 金教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③ 金磁 ■黻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④ 金敏散 ： 《静晤室 曰 记》 第 册 ，
奶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⑤ 金級散 ： 《静晤室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第 页 。

⑥ 《致赵任羹笺 》 （ 年 月 曰 ）
，
金毓黻 ： 《静晤室 曰记 》 第 册 ， 第 页 。

⑦ 参见 《张景惠笔供 》 （ 年 月 日 ） ， 中央档案馆编 ： 《 伪满洲 国 的统 治与 内幕 伪 满官 员供述 》 ， 第 一 页
；
张

振鹭 《九
一八事 变时的臧式毅》

，
《传记文 学》 第 卷第 期

， 第 页 ；袁庆清 ： 《袁金艳 的 一生 》 ，
孙邦主编 ： 《伪满人物》 ， 吉林人

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一 頁 。

⑧ 《 沈阳 蒙难记 》 （ 年 月 ） ，金毓黻 ： 《静晤室 记 》 第 册 ， 第 頁 。 车霁虹将伪 满基层 官吏分为
“

甘当 亡国奴
” “ 醉

生梦死
” “

任职谋生
”

和
“

有抗 日 思想
”

四种类型 ，但未深入展开 。 参见 车霁虹《伪满基层政权研究 》 ， 第 、
—

頁 。 按照车

的划分 ，
金栽 ■散的友人应 以后三者居多 ，

而金大致可划入
“

有抗 日思想 之列
。

⑨ 金景 芳
： 《金敏黻传略》 ， 《社会科学战线》 年 第 期

，第 页 。

⑩ 罗 继祖 ： 《 瑾户 录 》 ，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参见 张晓唯《金毓黻 曰 记所见 民国 学林遗事 》 ， 《 书屋 》 年第 期 。

尽管金毓级曾在伪满文化机关任职 却并无
“

免藉敌伪势 力 、 侵害他人
”

之行为 ， 所谓
“

参事官
”

等职 ， 亦与 条例规定之
“

简

任 、荐任、特任
”

职位以及
“

为敌伪 宣传
”

相去甚远 。 参见 《 处理汉奸案件条例 》 （ 年 月 南 京市档案馆 编 ： 《 审讯汪伪

汉奸笔录 》 下册 江苏 古籍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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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褪去 ，而学人身份逐步树立 。 金毓黻虽然从参事官蜕化为图书馆馆长 但他官微势大 ，金 旧有

的人脉及其与 日
“

满
”

人士的交往形成其新的政界人脉和学术圈 。 从
“

学人入仕
”

到隐居治学 ，金毓

黻的
“

权势
”

由实变虚 ，学术圈则 由小变大 。 这体现了金毓黻从
“

学人入仕
”

到回归学人的身份转

型 。 这期间金毓黻在 日
“

满
”

政学两界的人脉成为其居停的保护伞 。 这种关系网既改善了他隐居

不仕的尴她处境 ，又便利了其学术活动的进行 ，从而有助于其学人身份的树立 。 虽然不免受人诟

病 ，但他掌握了其间的分寸 ，
实现了保身 、治学与脱 困的 目 的 。

伪满时期 官员们的 日常生活大体延续了 旧时的内容 。 他们在读书稽古 、婚丧嫁娶和私人酬酢

中仍能体味往时的 自 由与愉悦 。 日
“

满
”

文人的交往亦有着 旧时中 日 文人间往来的影子 。 不过这

些只是伪满政治傀儡戏中的插曲而已 。 伪满政治在官员们的 日 常生活中亦有所投射 伪满官吏对

读书稽古等活动的热衷
一

定程度上亦折射了他们在傀儡政治 中的失意 。 罗振玉在监察院的办公只

是
“

署纸尾
”

，

“

平 日还是忙他的著作 。 这四年中 著书和印书成果都不少
”

。 袁金铠任尚书府大

臣时 ，除了 国务院事务官
“

每天送用宝和上奏文件来
一

次以外 ，
经常是静悄悄的

”

。
③

伪满时期金毓黻的保身与脱困得益于其
“

隐居治学
”

的应对之道 。 金本为学人 ，事变后又

着意远离官场而树立学人身份 。 这源 自 中 国文人
“

隐居不仕
”

的传统和本能 。
④ 金毓黻曾在诗

中表达过这种心曲 ：

“

君子待时而藏器 ，阜帽辽东同避地 。

”

⑤在 年返 回 国内后 ，金毓黻虽 曾
一

度
“

入仕
”

安徽省政府 但此时他已对官场生活感到很不适应 。 其后金毓黻主要过着教书 、治学

的学人生活 ，
而他呈现给时人以及后人的亦主要是其

“

学人
”

的
一面 尽管其与政界人士仍有着

些许联系 。

〔 作者王春林 ， 辽宁社会科学 院 副 研究 员 〕

责任编辑 ： 高莹 莹 ）

① 章清 曾提出知识分子 （ 学人） 建构
“

学术社会
”

的理 想是通过
“

权势网络
”

实现的 ， 并谈及其 间知识分子的
“

依附性 。 章所

探讨的 《独立评论》群体 多为 纯学人 其
“

权势
”

主要是虚 的
“

关 系 网 络
”

。 金毓黻的
“

学人入仕
”

与 回归学人提供 了
一 个反例 ， 当学

人在政学两界游走时 ，他的 权势 网络
”

与
“

学术 网络
”

伴 随其 身份的转变会发生明显的 消长 甚至质变
。 参见章清 《

“

学术社会
”

的

建构与知识分子的
“

权势网络
——

〈 独立评论 〉群体及其角 色与 身份》
，
《 历 史研究 》 年第 期 。

② 罗继祖 ： 《庭 闻忆略——回忆祖父 罗振玉 的一生 》 ，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 年编 印

，
第 、 页 。

③ 周君适 ： 《伪 满宫廷杂忆 》
，

四 川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④ 参见蒋星煜编《 中 国 隐士与 中 国文化 》 ， 生活 读 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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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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