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进入后期，吴金鼎一直处在大
后方，目睹国民党军队一直退守以及考
古所需资金的严重不足，导致他转变思
想观念，决定“弃笔从戎”。抗战胜利
后又受母校委托，效力齐鲁大学，最后
积劳成疾，逝世于新中国成立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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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4 5年8月，抗战取得胜
利，吴金鼎解除军职，本拟回史
语所考古的他，突然收到母校齐
鲁大学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事。齐
鲁大学抗战时期迁址成都华西
坝，与燕京、金陵、华西、金陵
女子四所教会学校居此，抗战结
束各自面临迁回，吴金鼎立即赶
过去效力。
  行前，又一次向傅斯年请
假：“函达胜利消息传来，实可
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
籍，谅可邀准，惟以母校齐鲁大
学年来迭经风波，拟趁机略尽绵
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
务，等半年或一年后，再听命从
事田野考古。”
  可见，他还是想到史语所做
纯粹的考古研究工作，他给同学
夏鼐写信说：“自胜利以来，弟
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
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
晒太阳也。”
  重庆召开教育部全国各大学
复员会议时，吴金鼎作为教育界
名流、齐鲁大学代表参加，然后
随齐鲁大学一道返回济南。
  吴金鼎对母校一往情深，齐
鲁大学没拿他当外人，这回更是
拿他作为学校的招牌，接连授予
他历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国
学研究所主任，兼任校长室西文
秘书、训导长、图书馆主任。身
兼数重职要职的他，每天繁琐而
忙碌，这种情况下，怎好脱身？
  1948年秋天，吴金鼎在北平
协和医院查出胃癌晚期，医院回
天乏术，鉴于北平战事危急，解
放军平津战役即将打响，病人又
被护送回济南听天由命。1948年
9月18日，吴金鼎在齐鲁大学辞
世，终年48岁。夫人王介忱自始
至终陪伴，病榻之前的她伤心欲
绝，哭得死去活来。
  消息传到南京，好友无不垂
泪叹息。这批与吴金鼎有很深交
集的优秀的考古学者，其实都难
说结局完美。梁思永自不用说，
1954年4月2日，因长期带病坚持
工作心脏病发作，1954年4月即
在京逝世，终年50岁。傅斯年突
发脑溢血病逝，终年55岁。
  吴金鼎夫妻无后，但为我们
留下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
《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逸西
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
陶业概论》《城子崖——— 山东历
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
《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中国
史前陶器》等著述以及永载史册
的城子崖考古经历。
  本期图片均由张漱耳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安丘史
话》《平陵访古记》《城子崖》
《龙山城子崖实物整理报告书》
《图说山东龙山文化》。

重返齐鲁大学任要职

因过劳罹患癌症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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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读罢信，内心一沉，曾托人
代劝让吴金鼎打消这个念头，但没有回
响。他思考了足足半个多月，在3月29
日，给吴金鼎写了一封长信，再次苦口
婆心劝其返回史语所，完成尚未结束的
工作，所用言语恳切，甚至都说出了
“你要做的事业并非抗战，研究所不可
开此例（指史语所的人怎能因穷而改
行）”。还说“工作未结束，前功尽
弃”，并试图用眼前的具体事务极力挽
留：“目下只有请兄继续写《琴台报
告》，迅速写好后，即回李庄。”这封
信包含着傅斯年对吴金鼎的爱惜之情，
以及对吴金鼎做学术研究能力的肯定。
  这封信发生了作用。这时吴金鼎已
加入军事委员会数月，在四川新津的美
国空军第二招待所做主任，为抗战服
务。看了傅斯年的信，吴金鼎结合这段
军旅实践，认识到自己的确不适合做其
他，遂有了返回史语所之心。
  4月24日，吴金鼎复信：“念先生之
令，往战地服务团恳辞原允担任之职
务，因昨天邱少将苦苦挽留，再度恳辞
仍无结果，不得不暂允短期帮忙。事出
无奈，谨暂乞假五个月，若早能找到代
替人，尚乞准予提前销假。”这就是
说，他以请假的形式，暂时离开史语
所，其间还有可能不用5个月即能回史
语所。
  但是，接下来吴金鼎奉军令从四川
新津转到双流彭家场办理盟军招待所，
为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提供后勤保
障。5个月的假期过了，战局仍没结束，
吴金鼎不得不再三请假。繁忙工作之
余，仍然不忘研究，他向傅斯年汇报
“军中生活颇异，琴台报告已完大
半”。

傅斯年长信规劝

吴金鼎心有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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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金鼎归国后的突出业绩深受傅斯
年赞许，予以高度评价。评级晋升时吴
金鼎因为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专著出版
少无法晋升专任研究员。傅斯年为此与
中央研究院有关方面协商，建议修改有
关章程，在史语所中设置“技正”职
称，该职称与研究员平级而略有差别，
解决了吴金鼎晋升职称的困难。
  可傅斯年万万没想到，1944年3
月，吴金鼎突然来信，告知其弃文从
武，终止考古，参加抗战。信中说，
“所中经费，深能体会，数年来深感经
济压迫，国家情形如此，现决意投军委
会战地服务团，谅必能见允”。吴金鼎
忽然要去抗战，如果都归结为爱国热情
驱使，所谓“一向以民族大义为重，放
弃自己喜爱的田野考古”云云，都不切
实际。琴台发掘遇到的种种困难才是
原因。
  考古需要经费，但因为战争，史语
所经费告罄，吴金鼎提倡节约，排除困
难，也无力再支撑琴台考古走下去了。
就连炊事一项都靠自理，他经常亲自动
手推磨玉米面以粗馍馍度日。
  吴金鼎夫妇独居，按说负担不重，
但妻子王介忱无固定工作，平时为吴金
鼎整理材料，帮着分类，从来不要公家
的薪水。所以他们在四川的生活非常拮
据，让他备尝米珠薪桂之苦。
  面对国破民穷，吴金鼎再三思量，
乃认清素日志愿，在今天情势下暂难实
现，必待抗战胜利，一切有办法。故为
现实自身之期望，为考古事业之将来，
为个人身心之寄托，遂决意参加抗战。
一言以蔽之，就是“我算想明白了，抗
战胜利了，再考虑考古吧”。这是种
无奈。

经费难以保障

萌生投军意愿

吴金鼎致梁思永书信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