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轶事 
 

 

中国早期的甲骨学有四个大学者，被复旦大学著名的古代文学教授陈子展（1898-

1990）称为“堂堂堂堂，郭董罗王”。此“甲骨四堂”即郭沫若（字鼎堂，1892-

1978）、董作宾（字彦堂，1895-1963）、罗振玉（号雪堂，1866-1940）、王国维

（号观堂，1877-1927）。其中，为首的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省乐山人氏，

一向来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不管如何，他是中国现代相当具影响力的诗人、历

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国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文联主席、

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郭沫若遗像 

 

 

1962 年，70 高龄的郭老先生正在浙江的普陀山郊游。当他来到梵音洞时，俯首捡

获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打开一看，见扉页上有一副对联： 

 

春在哪里？ 

 

年年失望年年望， 

处处难寻处处寻。 

 

接下来便是一首绝命诗，而日子写的正是当天！ 

 

郭沫若一看大事不好，连忙到处找寻失主。后来终于找到了，是一位伤心欲绝的妙

龄少女。一问为何？答曰连续三年高考落榜、前途渺茫，加之近来爱情波折、无处

寻觅知己，已深感人生无味，不如命归普陀。 

 



郭老先生听罢，深表同情，安慰了姑娘几句，然后说你的对联写得真好，可知你的

文学功底很不错嘛，不过我也是学文的，受你这幅对联的启发，想略加修改，不知

你意下如何？姑娘含泪应允。于是郭老先生掏出钢笔，把对联改为： 

 

春在心中 

 

年年失望年年望， 

事事难成事事成。 

 

姑娘一看，破涕为笑，遂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陈关荣 

 

 

 

 
 

郭沫若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