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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国图名人手稿珍藏展览”期间曾在宣传品中附了一份《国家图书馆历年入藏

手稿著者名录》，其中“大华烈士”这个名字十分醒目。大家都觉得这一定不是此人的真实

姓名，但这个“烈士”究竟是谁，却都说不清楚。因为我们馆收藏的这份手稿，记录非常简

单： 

何淡如的妙联  大华烈士著 

毛笔手书原稿  6 页 

没有其他说明，也没有著录捐赠者是谁。 

2002 年 6 月 20 日，我到郁风先生家去送郁达夫先生的手稿复印件，同时带去一份名家

手稿文库的宣传品。在我和郁风先生说话时，黄苗子先生就在一边翻阅这份材料。一会儿，

黄先生指着材料说：这个“大华烈士”不是本名，他的真名叫简又文。“大华烈士”是他

的笔名，原本是俄语“товарищ”（音：达瓦列士，汉译：同志）的意思。他曾是国

民党的立法委员，本人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哦，原来如此！听了黄先生的话真让人高

兴。至此，我终于弄清了“大华烈士”原来并非烈士，而是早有耳闻的太平天国史学家简又

文，很多年前还读过他的《金田之游及其他》。 

回来后查阅了几种人名词典类的工具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陈玉堂先生编著的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

广东中山图书馆编的《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化名人录》；

北大图书馆周永珍编《20 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等，都有“简又文”的辞条，也都提

到他的笔名是“大华烈士”。但是，如果仅知道“大华烈士”这个笔名，能否查到他的原名

呢？在陈玉堂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后，附录有“名号索引”，可以逆

向检索，但是没有收入“大华烈士”，也许笔名未含在内吧，实在非常遗憾。而时代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作家笔名探源》对许多文学家、作家的笔名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却没有收

入简又文的辞条，大概因他不是作家吧。难道真的没有一种工具书可以通过“大华烈士”这

个笔名查到原名吗？在工具书阅览室，我不甘心地翻查每一种近现代人名辞典，终于欣喜地

看到，在辽宁大学图书馆徐为民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别名辞典》里，有“大华烈士”条，

旁边有简又文的名字，在“简又文”条下，有其生卒年、籍贯及其他室名别号。介绍非常简

单，但这是我所见到的工具书中唯一可以从笔名逆向查到原名的一种。因此，还是要真诚地

感谢黄苗子先生指点迷津，消除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困惑与欠细之处。如果不是苗子先生告诉

我们事实真相，这个“大华烈士”之谜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揭开呢。 

后来有机会看到了大华烈士的这份手稿，为 20×25 厘米绿格稿纸，上海良友图书印刷

公司稿笺，共 6 页，毛笔手书，在署名大华烈士下面有一方“简”字阴文朱印。写作时间大

约该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因他在写《西北东南风》时用“大华烈士”这个笔名。 



现在来看看“大华烈士”简又文的概况： 

简又文（1896-1979），广东新会人，字永贞，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别署工爻、兴

汉剑生郎、谛牟、佟智，室名斑园、至庐、百剑楼、猛进书屋。太平天国史学家。岭南学堂

毕业，后留学美国，获美国欧伯林大学文学学士、芝加哥大学宗教教育科硕士学位。曾任广

州市教育局长、燕京大学教授。1926 年任职冯玉祥部，后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等职。1936 年

在上海创办《逸经》半月刊；1938 年于香港创办《大风》杂志，任社长兼总编。1942 年任

广西省政府顾问，1946 年后任广东文献馆主任，兼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1949 年去香港，

任香港大学研究员等职。1964 年秋，离港赴美，任耶鲁大学研究院研究员。返港后，任香

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员。1979 年病逝于香港。  

由于简又文 1949 年离开大陆，关于他的资料非常稀少，人物辞典以外的内容很难找到。

最终只能通过有关香港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的传记看到对他的一些记载。原来，简又文是梁

羽生的恩师。在抗日战争后期，简又文携全家到广西蒙山——梁羽生的家乡避难，受到梁羽

生一家的热情接待。不久，梁羽生正式拜简又文为师。抗战结束后，梁羽生随简又文来到广

州，考入岭南大学。简又文的父亲生前曾向岭南大学捐赠过一幢大楼，每年租金可供 10 名

大学生的学费，学校规定简又文有权支配其中的五个名额，简先生将一个免学费的名额留给

了梁羽生，使梁羽生能够静心学习，专事学问。 

简又文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在迁居香港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

1954—1959 年间，他完成了自己生平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

国典制通考》。他信奉基督教，为人宽容。这对梁羽生日后信奉基督教以及对太平天国史的

执迷产生了很大影响。 

简又文不仅是著名的学者，也是很有眼光的收藏家。他收藏的太平天国史料非常丰富，

本来有意连同其他书画一齐转让国内，后因故未成，这些收藏多数流入美国的大学。在他的

藏品中，有一块隋代“刘猛进碑”。这在“天南金石贫”的广东弥足珍贵。他视之如生命，

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猛进书屋”。晚年，他与梁羽生商议此事，最终将这块珍贵的石碑捐

赠给广州市政府。 

通过这次意外收获，使我想到手稿工作中其实还有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比如著者

之谜，署名之谜，捐赠者之谜，手稿来源之谜，字迹之谜，……还有写作背后的故事，捐赠

背后的轶事，征集过程中的趣事等等，挖掘、搜集、整理出来会很有意思，但其过程也许会

很辛苦。踏破铁鞋去寻时，可能一无所获；不经意间又可能有意外收获。当然，不管怎样，

这里都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去做，要求我们在工作中用心、细心、有心，一点点搜集，

一点点破译，一点点积累，最后总会有所收获。 

 

附：简又文著译要目 

    冯玉祥传  上海  三民公司  1928 年  32 页 

西北东南风  上海  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  222 页  斑园丛书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7 年  240 页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上海  上海书店  1991 年 

太平天国杂记：金田之游及其他（第二辑）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4 年 

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4 年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  香港  简氏猛进书屋  1958 年 

清史洪秀全载记  香港  简氏猛进书屋  1967 年  710 页 

太平天国与中国文化  香港  南天书业公司  1968.8  94 页  猛进书屋丛书    

太平天国全史  香港  简氏猛进书屋  1962 年 

画坛怪杰苏仁山  香港  简氏猛进书屋  1970.6  122 页  猛进书屋丛书 

冯玉祥传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6  2 册  传记文学丛书 

西北从军记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5  289 页  传记文学丛书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 

忠王李秀成亲供之研究 

太平天国琐录 

再论太平天国与民族主义 

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之研究 

太平天国之文物 

 

主要译著有： 

谈道录  （美）姚尔吉著  简又文译  上海  青年协会书局  1922 年  49 页 

新宗教观  简又文编  上海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922 年  180 页 

宗教与科学  简又文编译  上海  青年协会书报部  1925 年  206 页 

工业主义之原理  （英）华德著  简又文译  北新书局  1925 年  138 页 

伦理的基督教观  （美）史美夫著  简又文译  中华基督教文社  1926 年  202 页 

革命的基督教  （英）华德著  简又文译  中华基督教文社  1926 年  260 页 

人类生存奋斗中宗教之功用  （美）浮士德著  简又文译  中华基督教文社  1926 年 

172 页 

新约小史  （美）古士毕  简又文编译  中华基督教文社  1927 年  150 页 

十七岁  （美）布斯·达肯顿著  大华烈士译  上海  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 307 页 

太平天国起义记  （瑞典）韩山文著  燕京大学图书馆  1935 年  1 册  线装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6 年  1 册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摩登伽女  （美）布斯·达肯顿著  大华烈士译  上海  逸经社  1937 年 逸经社丛书 

硬汉：军事小说集  大华烈士编译  香港  逸经社  1938 年  218 页  逸经社丛书 

论太平天国 

古犹太革命演义 

传教伟人马礼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