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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叔同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
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
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皆出其门下。
　　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法名演音。
作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著名高僧，他被尊为南山律宗大师，律宗第十一世祖，享誉海
内外。
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　一轮圆月耀天心。
”      本书从李叔同的俗世尘缘、结缘弘法和艺术人生等三方面，就李叔同生平和文化成就中的研究热
点、难点和疑点，在依据可靠的资料进行合理辨析的基础上，对李叔同的一生进行了全面而又精练的
勾勒，展示了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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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星，杭州市人，１９５７年生，现任杭州市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研
究生导师。
兼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期刊协会理事、浙江省期刊协会副会长、浙江省美学学
会副会长、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理事长、杭州市知识分子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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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乡关何处    李叔同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
这毫无疑义。
但说到李叔同的祖籍究竟在哪里，就有不同的意见了。
    如今大多数有关李叔同的史传文字中均说他的祖籍为浙江平湖。
主要的理由是李叔同于1898年奉母携眷客居上海，于1902年在杭州乡试时是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
广平”的名义参加的，而李叔同赴日留学归来的第二年，即1912年，赴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
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仍在履历表上填写浙江平湖。
此后，夏丐尊、姜丹书等同事在介绍李叔同的文章中亦沿用此说，以致被普遍采纳，此不赘述。
               问题的提出    我对此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认为李叔同的祖籍不会是浙江平湖。
我是浙江人，从感情上讲当然希望李叔同的祖籍就在浙江平湖。
然而，浙江平湖居然从未留下任何有关李叔同家族的痕迹，故引起了我的质疑。
我当初对此说提出质疑，理由有二：    李叔同家族中人对此说不愿认同。
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中说：“我听郭氏老姨太太对我们家里的晚辈们讲
过，说李家的祖上是由山西迁来的，靠串街卖布为生。
⋯⋯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
”李叔同次子李端先生说：“其实，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我们祖上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随燕
王归]匕移民至天津的。
”    天津徐广中老人说：他祖父徐耀廷生前为李家账房先生，知道李世珍为建立山西会馆而捐过钱。
    此二点见徐星平先生《关于李叔同籍贯》一文。
    既然李家人不认同浙江平湖之说，那为什么李叔同要在乡试时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的名
义参加呢？
又为什么来杭州任教后还在履历表上填写浙江平湖呢？
这就需要探讨。
               祖籍山西说    基于对浙江平湖说的质疑，我当时以为这是与李叔同为了要在杭州就近应试有关
，亦或是他有意久居江南。
既然在乡试时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应试，他到杭州任教后在履历表上又填写浙江平湖，则是
一种将错就错的行为。
我当时写道：“据考察李叔同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的情况并不止于一次。
例如，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
您的双亲都在吗？
’李叔同答日：‘都在。
’问：‘太太呢？
’答日：‘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
’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再如，李叔同在俗时的学生，音乐家刘质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所写地名、山名
、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许跟李叔同的性格有关，这里暂且不论。
”我至今仍认为自己的这一段文字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
因为李叔同是人，而不是神。
既是人，就应该有他自己的性格。
当然，这种虚言虚写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一种旁证，说明李叔同有可能会在祖籍的问题上虚设，而不是
一个确凿的证据。
我当时之所以会认为李叔同的祖籍是山西，是基于李家人的陈述。
    此后，有关李叔同祖籍问题的探讨文章就多起来了。
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有人提出了李叔同的祖籍就是天津的观点，更有人目前正在默默地作着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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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证工作。
王勇则先生《山西会馆系列碑的发现与李叔同祖籍研究》一文认为：李家账房先生徐耀廷曾对其孙徐
广中所说李叔同的父亲曾为建立山西会馆捐钱之事，无法从新发现的山西会馆系列碑中证实。
尽管作者也知道系列碑上没有记载不等于李家就一定没有捐钱，但还是认为：“尽管上述考证无法得
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至少在缺乏李叔同祖籍山西一说的史料证据之前，单凭李叔同后人的一些回忆是
不足以作人史载的依据的。
”如果李叔同后人的一些回忆还不能作为依据，那么人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讨。
王勇则先生在文中又说：“《弘一法师年谱》的作者林子青先生从40年代就致力于李叔同生平研究。
他所做的年谱通篇也见不到支持李叔同祖籍山西洪洞一说的只言片语，倒是有关浙江平湖说的依据比
比皆是⋯⋯”接着，作者就开始分析我在《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中的说词，认为“这实在是太牵强
，真有点猜想之嫌了”。
    林子青先生从40年代就致力于李叔同生平研究，他在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领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
。
我们尊敬林子青先生，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权威在每一个问题方面并不都是正确的，所以林子
青先生的一些著述和所编书籍，难免也存在一些错误。
我在《弘一大师考论》一书中对此有所涉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这里不一一举例。
    至于我在《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中说到李叔同有虚言之行为，这是客观事实，并非“猜测”。
倘若要说“猜测”，应该先去研究李叔同为何“虚言”，或者先去研究刘质平为何作那样的记述，我
只是引用文献而已。
所以，若想将问题研究清楚，重要的是证据。
我承认当时认为李叔同的祖籍在山西是依据李家后人的回忆。
但如今研究者要否定此说，也应该拿出此等回忆无甚意义的理由才是。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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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他，至孝孩儿，乡关何处？
他，红尘才子，情缘何依？
他，热血男儿，路在何方？
他，敬业夫子，出家何为？
他，弘法高僧，因缘何求？
他，文章惊海内，诸艺撼古今，⋯⋯请看《说不尽的李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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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至孝孩儿，乡关何处？
他，红尘才子，情缘何依？
他，热血男儿，路在何方？
他，敬业夫子，出家何为？
他，弘法高僧，因缘何求？
他，文章惊海内，诸艺撼古今，⋯⋯请看《说不尽的李叔同》！
　　本书是一本通过理论探讨何实证考述来研究李叔同（弘一大师）的学术普及著作。
　　作者是研究李叔同的资深专家，在这方面函泳潜浮二十几载，对李叔同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了
如指掌。
所以本书探讨问题全面、深刻，加上文笔生动，语言直白，又有一百七十幅珍贵的图片，使得全书图
文并茂、雅俗共赏。
 　　这是一本加深对李叔同了解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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