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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晚年心归大陆（图）

[ 作者 ] 刘骆生;朱中卫 

[ 单位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摘要 ] 梁实秋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在海峡两岸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关键词 ] 作家;批评家;翻译家

       2005年6月，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在广州公出之际，前往暨南大学前副校

长、老盟员王越家中看望，引出了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回忆。王越是国内大学中目前

唯一在世的“百岁校长”。生于1903年，广东兴宁人。1921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

大学教育科，师从陶行知。1933年春，王越进入中山大学教育系任教。1958年秋,他

受陶铸委托组建暨南大学，并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王老家客厅正面墙上的显著位

置处挂着一幅苍劲的题字，录的是杜甫晚年思归故乡的诗。落款竟是在海峡两岸都

非常知名的“梁实秋”。话题转到这幅难得的题字上后，王老神色凝重，说起了一

段还不被人们广泛知晓的往事。王老说：1946年我重返中山大学。1948年，时值国

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当时是全国解放的关键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搬到了广州，梁实

秋也在这段时间前后来到了中山大学，和我一同在中大中文系和外文系教书，我们

兴趣相投，交谈甚欢，互相引为相知。当时，国民党政府将中大教授员工的薪水囤

积起来，3个月不发工资。后来，全校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统一罢教罢课，大家推举我当主持。中山大学的师生也积极

响应，经过数月奋斗，校方被迫同意给大学补发工资，7个学院的教职员工的3个月工资要用几辆汽车来装，其实都是一堆废纸！面对此

景，梁实秋也很不满意，对我说：国民党将在大陆失败是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一日他向我提出不久将准备移居香港，我很感意

外，劝他留下来和我一同欢庆新中国的到来。梁实秋委婉地说道：越兄，你和我不同，我是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人，当年鲁迅要打的

“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么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左联和新月社当

年水火不容的笔战，我是知道的，梁实秋是新月社的主将之一。他的话和忧虑不无道理，我知道实在难以挽留，就没有再勉强。但是，相

约有了机会一定再相见。梁实秋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在海峡两岸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4年11月27日至28

日，中国内地首次举办的关于梁实秋的学术讲座会“梁实秋与中西文化暨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来自海

峡两岸的100多位学者及梁实秋先生的弟子参加了本次大会。季羡林先生为本次会议发来了贺信。喝了几口茶，王老接着回忆道：1949年

梁实秋又从香港转赴台湾，担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创立台湾英语教学中心和英语研究所。他对英国文学很有研究，著有《英国文

学史》和《英国文学选》，由他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深受广大英语爱好者的欢迎。梁实秋晚年，曾准备移居美国，并取得长期居

留证，但是他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爱国思乡的情怀，使他放弃了美国的“绿卡”，回到了台北安度晚年。此后，他写了不少怀念故乡的

散文，以表达他对大陆的眷恋之情。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不多几年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深爱着生他养他的大陆热土的梁实秋，对

中国的新气象怎么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不久，我就与梁实秋取得了联系。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便写信给我，表达了想回大陆看看，如有

可能就留在大陆不走的心情。叶落归根是人之常情，更何况是文人气质甚浓的梁实秋。在我们通信中，梁实秋给我寄来了他晚年的笔墨，

就是我家墙上的这首杜甫的诗：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

取长途。” 为这事我先后找了中山大学、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直到中央统战部，因为当时的联系不如现在这么便捷，加上当时改革开

放的形势发展非常快，统战工作十分繁杂，还没有等全部统筹落实下来，梁实秋的身体就出现了新问题，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梁先生



就离开了人世！老先生晚年的思乡情非常浓！他生在北京，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新月》杂志也是逞一时之风云，他的成名

与扬名天下都是在大陆，他能舍弃这一切吗，他怎么可能忘了这一切，可惜回大陆的念头竟成了他永生遗憾，我也抱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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