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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尊岳手稿入藏我馆的经过  

唱春莲
 
 

 

1998年《光明日报》报道了国家图书馆向社会征集名人手稿的消息。这篇不长的通讯，

引起了中共党史研究室退休研究员钱听涛先生的注意，他专门来到本馆，在详细了解了我馆

手稿文库的情况后表示，愿意无偿捐赠民国重要人物赵尊岳的诗词手稿。  

赵尊岳（1898~1965），字叔雍，别号珍重阁、高梧轩，是清末民初大词人临桂况周颐

（蕙风）的弟子，抗战中曾投靠汪伪政权。1950年到香港定居，1958年应新加坡大学聘任教

授国学，1965年病故于新加坡。他的父亲赵凤昌（字竹君），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清末民

初在政坛上很有影响。赵凤昌收藏的名人往来信札就珍藏在我馆手稿文库中。中华书局出版

的《民国人物传》有《赵凤昌传》，赵凤昌、赵尊岳父子二人还被收入《民国人物大词典》。

赵尊岳对词学有很深的造诣，撰写了许多词学方面的研究文章。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了赵尊岳辑《明词汇刊》，汇集明词268种，是迄今明词辑刻规模最大的丛书。赵尊岳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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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附逆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但他对词学的影响及贡献还是应该肯定的。  

赵尊岳去世后，他的文稿及收藏品保存在他的长女赵文漪处。赵文漪如今定居在加拿

大，年事已高，恐其父手稿在域外散失，便于1997年4月写信给钱听涛：“手稿如你认为有

研究或保留价值的话，一切由你处置。我后人没一个懂诗词。自己垂老，不想将来糟蹋了这

些。不如宝剑赠烈士，方对得起先父。” 这批手稿包括：1、高梧轩诗序2页。2、《近知词》

3卷，共66页。3、高梧轩诗九卷，共193页。  

钱听涛先生得到这批手稿后，敏锐地感觉到尽管赵文漪长年居住国外，对国家政策怀

有疑虑，但内心深处是向往祖国的。正可以通过这件事为契机，向赵文漪介绍国内的形势，

宣传国家的政策。钱先生便多次与赵文漪书信往来，最终使赵文漪消除了顾虑，欣然同意将

这批词稿捐给国家图书馆。钱先生在与我们联系的过程中一再表示，国家图书馆不论以任何

形式表示感谢，都应直接与赵文漪联系，代表祖国接受她的捐赠，向她表示感谢。他的最大

心愿就是要让赵女士感受到祖国对海外儿女的关怀和温暖，从而激发他们对祖国文化事业更

大的支持，他自己甘愿在其中作桥梁和纽带。  

在钱先生的热心奔波下，赵文漪女士随后又将珍藏的赵尊岳亲笔墨书的诗词条幅无偿

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正是由于有钱听涛先生这样一批无私奉献者的贡献，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才更加

丰富，更有特色。我们感谢钱先生，也感谢所有为国家图书馆作过贡献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