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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而平凡的 
中 國 女 t 生 一 懷 念 王 師 母 夏 蔚 霞 女 士 田小琳老師 

曾經聽人議論’説中國有句俗話’説的是「大丈夫能伸能屈」’其實中國的婦女才真正是能 

伸能屈，比起大丈夫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話説得有道理’看我們身旁祖母輩、母親輩的女性 

’大都經歷過戰亂，遭受過厄運’可其中不少女性和大丈夫一樣’能伸能屈° 

我們的王師母也和大丈夫一樣’能伸能屈’能屈能伸° 

王師母是偉大的女性。她1935年和王力先生結為夫妻’與王先生一起’共同奮鬥半個世紀° 

王力先生在他八十歲那年寫下的遺_裏説’ 「我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他對子女們説：「人 

活着是為了什麼？並不是為了穿衣吃飯°穿衣吃飯是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還有崇高的目的’那 

就是為國家、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把為人類造福(包括為國家民族文化作出貢獻)當做  

大的樂事’ 大的幸福°」王先生和王師母正是以這樣崇高的信念奮鬥了一生“ 

王力先生龍蟲並雕’著作等身’成就為現代中國語言學家的泰斗’為中國語言學的建立和拓 

展’為中國語言學隊伍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高等教育界，是科研和教學相結合的 

典範’真正是為國家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而王先生能有這樣的成就’王師母功不可沒“因 

而王師母是偉大的。 

王師母是蘇州人’出身於書香之家，在景海女師畢業後就留校當圖書管理員’有語言天賦， 

英語基礎很好’還彈得一手好鋼琴°她仰慕王先生的人品才學’對王先生熱衷的語言學也很有興 

趣。他們的結合’使王先生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有了知音° 

婚後不久，正值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王先生和王師母隨同清華大學的南遷開始了戰亂時 

期的生活。甫在北平上火車往天津’就受到了日本鬼子的盤問和翻查”後經青島、鄭州、武漢， 

輾轉奔波到了湖南長沙°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南京滴陷後’又遷往昆明 

’成為「西南聯合大學」。王先生夫婦在抗戰時期’主要在昆明度過°期間’王先生曾回廣西桂 

林半年’任職廣西大學；又曾去越南河內近一年’去遠東學院進修°王先生在此期間’完成《中 

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兩部在語法史上有深遠影響的專著’奠定了他在中國語言學界 

的地位。王先生在事業上的輝煌成就，卻是在清苦的生活中取得的°王先生在一篇《領薪水》的 

小品文中説道：“大約領得薪水的頭十天’生活還可以將就過得去’其餘二十天的苦況’連自己 

也不知怎樣‘挨’ 了過去的。”而王師母一直陪伴在側’在戰亂環境裏臨危不懼’臨危不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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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家庭生活，使王先生能安心于教學和研究。她因生活的括据要給人,繡綿旗’織毛衣’幫補家用 

’安貧樂道’毫無怨言。王先生在回憶這段日子時’有兩句詩説“七省奔波逃玀犹，一燈如豆伴 

淒涼° ”（1980年王先生詩《贈內》）在那種日子裏’顯示了師母的崇高人品’顯示出了師母的偉 

大。 

除了八年抗戰的戰亂’還有“文革”十年的內亂。王師母又一如既往地臨危不懼’臨危不亂 

’幫助王先生度過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她怕王先生挨打’找出兩瓶白藥讓王先生藏在身上’ 

她説："若挨了打’就用它來治傷。你要堅強’要挺得住，好人總歸是好人’自己不做饀心事， 

用不着怕° ”王師母制止不了打人’卻想到了白藥，那機智裏透着對王先生的無微不至的體貼關 

懷“王先生是愛國的知識份子，抗戰時期到處顛沛流離’再困難也難不倒他’他以自己為國家民 

族文化作貢獻盡着自己的力量°但是文革中無休止地批鬥、懷疑、栽贓卻使他的信心動搖了，知 

識份子 怕的是屈辱’有一天王先生傷心地對師母説：“我管不了孩子了！ ”師母從這句話裏聽 

到了王先生的話外音’她勸王先生要挺住，要堅強’她對王先生説：“你的問題真鑄成了冤案， 

所，權利都剝奪殆盡’就憑我一個人的工資’我們也要頂着’苦苦地一塊活下去。”當王先生不 

再享有國家一級教授的榮銜而失去自由時’當燕南園60號被別人“佔據”時，師母不怕苦苦地活 

下去。這就是榮辱不驚的師母’這就是能伸能屈的師母！ 

王師母是偉大的女性’王師母又是平凡的女性。 

王師母是平凡的女性’她和無數中國的女性一樣’相夫教子’對所有的子女體現著她無私的 

母愛°王先生去世以後，我和師母通信頻繁’師母在每封信裏敍着家常。我和王力先生的子女辑 

志、辑惠、楫憲都相熟’和辑思、辑慈也見過面，吃過飯’通過電話。在大學時，我們中文系的 

女聲小合唱是數學系的緝志拉手風琴伴奏的。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時’辑惠在高等教育出版 

社工作’都在一個樓裏辦公’王先生讓我要辦什麼事’信件都托辑惠帶來。到香港後’我在香港 

大學兼課’辑憲也在港大地理系，那時常有往來。師母知道我和他們都熟識’所以在信裏常常拉 

家常°師母對他們兄弟姐妹五人以及他們的孩子，個個都牽腸掛肚。 

令人感動的是她對辑惠的愛。辑惠是師母的愛女’每逢週末都從城裏回北大探望母親’她 

教子有方，兩個孩子一兒一女都是拔尖的優秀學生。但不幸的是’她於1991年病逝。師母在信中 

詳吿我辑惠仙逝的情境。她説’ “辑惠在 後的幾天裏’我去探病，希望她和我一樣做氣功。她 

説’她不會。但在臨終前的一個星期天，她叫她的女兒一汀蘭，放《少女的祈禱》錄音給她聽， 

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睡開眼，如睡熟的樣子，不叫疼 醫生説’這是 好的離去’醫學上 

叫‘昏睡’ °她的遺容和她平時睡着一樣’ 一點沒有痛苦的樣子’我心中稍安’但我畢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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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待我 好的女兒’我時刻都在想念中° ”字裏行間，充滿着母親對女兒深厚的愛° 

王師母在婚前就知道’王先生已有三個子女，她對這三個子女視如親生子女’這是很不容易 

的事。王先生曾對這三個子女説："你們要尊敬你們的後母°你們的後母數十年來照顧我的生活 

無微不至’對你們也當親子女看待°這樣的賢良的後母，世間少有° ” 

師母不僅對子女關心備至’對我們這些王先生的學生也都關愛有加。王先生在世時’我沒和 

師母通過信，現在保存的都是王先生的信；王先生逝世後’師母給我寫過很多信’長的有三頁紙 

,密密麻麻秀麗的字“師母承擔起了王先生愛護學生的責任”信中有對我的鼓勵’看了我的文章 

’對香港語文政策發表她的看法’希望我在香港好好工作；知道我轉往嶺南大學任教’特表示祝 

賀’並吿訴我北京的嶺南校友會常邀請她參加活動°王先生的書再版’《王力傳》出版’師母都 

不忘寄給我’或托人帶給我°和師母保持密切聯絡的’何止我一個？在王先生去世後的二十年裏 

’王師母把王力精神繼續發揚光大°我們受過王先生教導的一群學生’也對師母像對王先生一樣 

尊敬和熱愛。王師母也走了 ’但中國傳統的師生關係帶給我們的溫暖’卻永遠留在心中’這是我 

們所擁有的精神財富。 

2003年10月的一天’師母離世前的一周’我和王均先生、程祥徽夫婦同車到北大校醫院住院 

部去探望師母’長子辑志夫婦伺候在側’不久林熏先生也到了 °辑志對我説’北醫三院的醫生説 

’師母隨時都可能出現危狀。可眼前的師母’雖然瘦削了很多’但談興很高’兩眼炳炳有神°她 

不忘禮貌地問候林先生和王先生的身體’又對我們説’她快走了 ’她沒什麼遺慽，孩子們個個都 

成材了。因為她聽覺失靈’我在紙上寫給她説’等她好了還要到她家吃飯’要她請我們吃烤鴨° 

但這些話已經騙不了師母了 ’師母笑笑説’沒有這個可能了 °我們都知道’這大概就是見師母的 

後一面了。 

王師母隨王先生安息在北京萬安公墓了 ’那墓碑上早在王先生安葬時’就有他們二人恩愛的 

合影’只是墓碑上原來紅色的“夏蔚霞”三個字，現在也變成了黑色的了 °王師母在信中對我説 

過的’想到天國和王先生、辑惠見面的話成真了。讓人不勝稀喊° 

我們會永遠懷念偉大而平凡的王先生’永遠懷念偉大而平凡的王師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