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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曾次亮（1896—1967），原名

纪堂，河南太康人，著名天文历
算学家和教育家。 他 3 岁丧父，
家庭困苦，凭借毅力，于 1923 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 后
在省立第三师范（信阳）、开封私
立北仓女中、吉林毓文中学等多
所学校任教。 1948 年夏，奔赴豫
西解放区，任中南局教科书编辑
委员会编辑。 1949 年 5 月调任中
南区人民政府教育部编辑。 1949
年 9 月到北京，先后在华北人民
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出版
总署第一处、古籍出版社、中华
书局担任编辑和编审工作。 他编
著新中国第一套《初级中学本国
地理课本》第一、第二册，为新中
国地理教育奠定坚实基础；中华
书局版《二十四史》中的“天文
志”“律历志”，多经他校勘整理；
所著《四千年气朔交食速算法》，
为考古工作者提供重要的工具。

������曾次亮所著《初级中学本国
地理课本》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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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曾次亮 ， 新中国第一套初中
地理教材的编著者 。

杜子劲，新中国第一套中学语
文教材、《新华字典》的编者。

曾克 ，著名作家 ，曾参加延安
文艺座谈会和开国大典 。

王拱璧 ， 中国同盟会早期会
员 ，我国乡村教育奠基者 。

徐玉诺 ，五四时期著名诗人 ，
中国新诗奠基人 。

……
这些巨擘大家，犹如一颗颗巨

星，照亮中国文化的天空。 他们或
是土生土长的周口人 ， 或曾在周
口长期工作 ，他们是周口的骄傲 。
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 ， 他们已变
得 “默默无闻 ”，不大为今人所熟
知 。 日前 ，周口籍语文教育家 、中
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

员会原理事长顾之川先生提议开

设 《文脉悠长·周口文化人物 》栏
目 ，旨在弘扬周口优秀文化 ，打造
周口文化高地。

在顾之川先生大力支持下 ，
本报从即日起 ，开设 《文脉悠长·
周口文化人物 》栏目 ，聚焦周口
大地上涌现出来的文化精英 ，展
现其人生轨迹与辉煌业绩 ，讲述
周口故事 、传播周口声音 、宣传
周口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敬请关
注。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以
卓越的成就和独特的人生轨迹，为时
代留下深刻的印记。 曾次亮，这位来
自周口太康的天文地理学家 、 教育
家，便是这样一位值得铭记的周口人
物。 他的一生，横跨教育、编辑、学术
研究等多个领域，在不同岗位上都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新中国的文
化教育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求学之路：在困境中奋进
1896 年，曾次亮出生在一个书香

世家，其祖父、叔祖父和父亲都以教
私塾为业。 然而，命运对他格外残酷，
3岁时父亲去世，7 岁时祖父病死。 后
在叔祖父的接济下， 他开始求学之
路，先念私塾，再入小学，后考入省立
第四中学（淮阳）。

学生时代的曾次亮展现出对知

识的强烈渴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尽
管生活困顿，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知
识的追求。 1919 年，他考取国立高等
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
系，这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因没
有路费，在京就读四年他没有回过家。

当时 ， 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期，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汇聚众多思想先进的学者和教授。 曾
次亮在这里深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
等人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 感受到
新思想、新文化的时代气息，逐渐产生
民主革命的思想。 他不仅在课堂上认
真学习专业知识， 还积极参加各种学
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拓宽视野，转变思
维方式。

在大学期间，曾次亮对天文地理
产生浓厚兴趣。 他喜欢游览北京的名
胜古迹。 因无钱乘车，他便徒步往返，
足迹遍布京城内外胜景。 他的同学好
友，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盟中央主席的楚图南回忆说：“我
们常于月下漫步，时月朗星稀、晴空
万里，我不由浮想联翩，既沉醉于牛
郎织女的美妙神话故事，复感叹宇宙
之浩渺、大自然造物之瑰丽。 次亮在
一旁，则兴致勃勃地观察天空，指点
着这是什么星座、那是什么星系。 我
爱遐想，倾向于文艺。 他重实际，喜欢
天文地理。 ”正是在学生时代打下的
坚实基础，为曾次亮后来在天文地理
领域的研究和成就奠定了基石。

1923 年，曾次亮从北京师范大学
毕业，带着满腔热情和抱负回到家乡
太康县任教育局局长，希望能为家乡
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现
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他陷入封建守
旧势力的漩涡，最终不得不愤而辞职。
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要推动他
们（县里政、学界的守旧势力）进行有
利于人民的文化建设事业， 实等于与
虎谋皮，要被他们群起而攻之。 我任职
十来个月内，几乎无日不在纠纷扰攘、
生气吵架之中度过。 其中详细情况，若
经文学家用作描写二十年代初期一个

偏僻县份教育情况的素材， 可得一部
十万字以上的现实主义小说。 ”

这段短暂的从政经历，让他深刻
认识到变革的艰难， 但更坚定了他通
过教育和学术来改变社会的决心。

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满天下
离开太康县教育局后，曾次亮开

始长达 20 多年的教学生涯。 他先后
在省立第三师范（信阳）、开封私立北
仓女子中学（河南大学附中前身）、吉
林毓文中学等近 10 所中学、 师范学
校任教， 尽管多次面临失业困境，但
他始终坚守在教育一线，用自己的知
识和智慧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

曾次亮嗜书如命， 不论吃饭、睡
觉甚至去厕所，总是手不离书。 在生
活安定时， 他的薪水至少有三分之
一花在买书上面；困难时，全家节衣
缩食，也不敢劝阻他少买书。 1937 年
年底回老家避难时，他的书籍装满 7
辆架子车。 县城沦陷时，全家逃到乡
下，书籍遭到抢劫，一度太康县城内
的商店和小贩的包装用纸多出自曾

家书籍。
曾次亮学习非常专注。 有一天夜

里，他正在看书，一只老鼠从他的书
桌上爬过把灯撞倒， 灯油流了出来。
当时学校发给每位师生一盏小香油

灯，灯油由学校供给。 他把灯扶起来，
油也不擦，继续看书。 油流到书本下
面，他把书挪一下位置继续看。

曾次亮备课一丝不苟。 他参考大
量资料，精心编写讲义，并根据教学
实际情况和学生的反馈，年年对讲义

进行修改或重写。 他的教学方法独
特，授课生动，深受学生喜爱。

在地理教学中，他穿插融入名胜
古迹、历史故事及诗词歌赋等，让枯
燥的地名变得生动有趣。 例如，在讲
黄河时，他引用唐诗 “白日依山尽，黄
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 更上一层
楼”，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黄
河奔腾澎湃的气势，对黄河的源流留
下深刻的记忆。

他教课时不大看讲义，而是边讲
边写板书。 板书条理清晰，逻辑严谨，
学生只要稍微用心记录，就能得到一
篇系统的学习纲要。

曾次亮的学生对他充满敬爱和

感激之情。 毕业于开封私立北仓女中
的董云霞回忆说：“我们都喜欢曾先
生的课。 他教地理，总是一面讲一面
在黑板上画地图。 讲完了，一幅精美
的地图就展现在了黑板上。 ” 淮阳师
范 1940 级学生巩守志曾经 “偷试
过” 他：“不论你在中国地图上找一个
怎样偏僻或不著名的县去问他，他都
能说出这个县的四邻、物产、风俗、人
情，令人口服心服。 他是全校最受尊
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

革命征程：追求光明与进步
曾次亮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

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追求进步，
向往光明， 始终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

1927 年初，时任中共开封市委书
记的江梦霞和共产党员汪厚之、高擎
宇、 祝佩侠先后到北仓女中找到他，
介绍他参加尚处于地下的国民党。 6
月，北伐军进驻开封，他参加国民党
的公开活动。7 月，汪精卫发动反革命
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开始清
党，江、高、汪被迫离开开封。 这次事
件让曾次亮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反

动本质，也让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产
生了深深的忧虑。

1930 年冬，国民党要求党员重新
登记，曾次亮断然不予理睬。 等到放
寒假时，他接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通
知：“这次举行党员重新登记， 独曾次
亮、霍榘庭二人抗不履行，目无党纪，
着即开除党籍，并另行通知省内各机
关、 公私学校， 不得任用此等害群之
马。 ” 看完通知， 他反而感到一阵快
意，因为他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
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因为这个事件，曾次亮不得不北
上，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谋职。 后经
同班好友介绍，他远赴吉林毓文中学
任教。

在吉林毓文中学任教时，他参加
该校学生组织的抗议日寇制造万宝

山惨案的游行宣传，积极支持学生的
爱国行动。 “九·一八” 事变后，曾次
亮所在的焦作私立福中中学学生举

行罢课，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因支
持学生而被解聘。 此后，他又辗转于
南阳省立五中、 信阳省立女子师范、
开封省立女子中学等校任教，始终坚
持自己的信念， 支持学生的革命活
动，曾资助学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北
伐军。

1940年 9月 27日，德、意、日在柏
林签订同盟条约， 企图扩大侵略战争，
瓜分世界。 曾次亮给新生上的第一课，
就根据世界各国形势，精辟地分析三国
同盟的未来，最后总结说：“德、意、日三
国不亡，把我的眼睛剜了！ ”令学生终生
难忘。

在淮阳师范任教期间，曾次亮因
女儿曾克、曾兰都在延安，被张姓校
长污为“奸党之父”，并受到种种刁难
和迫害。 但他并没有屈服，在早会上
向全体学生揭发校长贪污学生津贴

的行为，展现了正义和勇敢。
1948 年夏， 开封第二次解放，曾

次亮在地下党员帮助下，携四女儿曾
恬（纫兰），与妻子武翠莲（武育英）历
尽艰险，到达豫西解放区，受到中原
军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的欢
迎。 为此，《人民日报》1948 年 11 月
16 日以 《河南老教育家曾次亮抵豫
西》为题，报道了他携眷逃离蒋管区、
投奔解放区的消息。

编辑生涯：为文化教育事业奠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

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曾
次亮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到中小
学地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

这套 《初级中学本国地理课本》
的编写过程充满艰辛。 著名文学家、

教育家叶圣陶在日记中曾多次提到

曾次亮，也承认地理课本 “殊难编”。
如 1950 年 3 月 7 日：“下午， 看云彬
所作语文注释。 看曾次亮所作本国地
理稿。 ”5 月 17 日：“午后二时，座谈
地理教本稿。 到中学教师十余人，外
有师大黄国璋，清华王成祖，人民大
学孙敬之等。 稿系曾次亮所编之初中
地理。 曾君无组织能力，地理亦殊难
编。 ”5 月 19 日：“上午与第一处少数
人会谈， 商如何进行地理教本之修
改。 决由曾君自为增补必要之材料，
蠖生（即叶蠖生，叶圣陶女婿，时任中
央出版总署编审局局长）则为之删其
繁余，余则重读一过，润色其文字。 ”
12 月 14 日 ：“夜间 ，看晓先 、曾次亮
二人之稿。 ”1951 年 1 月 8 日：“在署
看曾次亮所撰初中本国地理第二册

之下半册。” 从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
中小学教科书编写之不易，曾次亮为
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

曾次亮编写的这套地理课本 ，
内容丰富，涵盖中国的自然地理、人
文地理、经济地理等多个方面，注重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通过生动的案
例和图片，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地理知识。 他还将爱国主义教育
融入教材中，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和责任感。

这套地理课本在全国中小学校

使用 10 多年，惠及无数青年学子，不
仅为学生们提供了系统的地理知识，
也为培养他们的地理思维和综合素

质奠定了基础。
从 1954 年开始， 曾次亮先后任

古籍出版社编辑、中华书局编审。 在
中华书局， 他将自己的学术兴趣与本
职工作结合起来， 逐渐转向曾一度中
断的天文历法研究。 他的主要工作是
整理校勘《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
“律历志”。

《二十四史 》是中国古代史学的
重要典籍，其中的“天文志”“律历志”
记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的发

展历程。 然而，由于这些志书年代久
远，文字晦涩难懂，几千年来抄刻过
程中造成的讹误又多，给研究者带来
了极大困难。 曾次亮深知这项工作的
重要性和艰巨性，他以严谨的治学态
度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每一个细节
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

他对“天文志”中日食、月食记事
有疑问的，都根据他创制的速算法加
以推算， 然后写出详细的校记。 《史
记》《汉书》《后汉书》 出得比较早，其
中两志的校点工作是曾次亮亲手做

的，《晋书》《宋书》《魏书》 两志的校
点，在曾次亮指导下由他的助手写出
校勘记草稿，再由他仔细修正，定出
初稿。

1958 年，曾次亮在中华书局加入
中国共产党，实现夙愿。

学术成就：闪耀在天文地理领域
的光芒

曾次亮一生兴趣广泛， 在天文、
地理、历史、文学、音韵学、训诂学、红
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
在天文历法和《红楼梦》研究方面，有
独特的见解和深厚的造诣。

他的重要著作《四千年气朔交食
速算法》，是其学术成就的集中体现。
20 世纪 30 年代， 受国民党中央研究
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作宾（中国甲
骨学家，河南南阳人）的启发，曾次亮
立志创制一种速算方法，让那些即使
不精通天文学和高等数学的考古、历
史工作者，也推算气朔日月食。 当时
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他在
资料匮乏、生活动荡的情况下，锲而
不舍地作了初步尝试， 于 1941 年草
创出速算法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
他来到北京， 获得更多参考资料，算
表内容不断改进并最终定稿。

《四千年气朔交食速算法 》融会
现代历法与古代历法，将复杂的高等
数学计算简化为若干表格，应用时只
需按步骤查表， 作一般算术运算，即
可得到在上下四千年间气朔交食的

基本准确结果，其时间精确度平均相
差不大于十分钟，食分相差不超过半
分钟。 接触过这部著作的专家都认为
这是一项具有独创性的重要发明 。
“文革” 前，中华书局已准备出版并排
版大部分，1980 年后， 经曾次亮助手
赵琪、儿子曾一平仔细校阅，最终重
新交付中华书局出版。

此外，曾次亮还著有年代学工具
书《殷周秦汉历谱》。 书中将古今中外

学者研究殷周疑年的结果并列，以资
比较；春秋以前的朔闰利用他的速算
法推算的标准历， 可供考古参证；春
秋以后的朔闰则根据史志，参照前人
研究成果排比而成。 该书是陈垣教授
著《二十史朔闰表》的姐妹篇。

曾次亮对《红楼梦 》的研究同样
造诣深厚。 1954 年，红学专家俞平伯
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曹雪芹的卒
年》一文，以脂砚斋批语证明曹雪芹卒
于乾隆壬午除夕。曾次亮则于同年 4月
2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曹雪芹卒年
问题的商讨》一文，对俞先生的观点提
出质疑。 他凭借在训诂学和天文历法
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 根据对 “■”
字的释义和曹雪芹的朋友敦诚的 《挽
曹雪芹》、 敦敏的 《小诗代简寄曹雪
芹》，提出曹雪芹卒于乾隆癸未除夕的
新见解。

这场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断

断续续一直延续至 1963 年， 吸引众
多著名红学家参与，如周汝昌、吴恩
裕、吴世昌、王佩璋、陈毓罴、周绍良、
吴小如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红学研
究的一次重要讨论。 1963 年，曾次亮
又写《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新证 （提
纲）》一文，根据张宜泉《伤芹溪居士》
一诗多方考证，提出新证据。 后又写
《曹雪芹卒年问题论辩的经过》一文，
勾勒这场论辩的经过。

曾次亮对 《红楼梦 》的熟悉程度
令人惊叹， 只要提及书中一个细节，
他就能立刻说出其在第几回，甚至能
全部背诵 《红楼梦 》120 回的题目 。
1962 年，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以及
何其芳所写曹雪芹逝世 200 周年纪
念文章的未定稿，均寄给他，请他提
意见。 1963 年，他看到报刊上发表的
《红楼梦》讨论文章有偏颇，便给文化
部副部长齐燕铭写信提出自己的看

法。 茅盾为此在北京绒线胡同四川饭
店主持召开座谈会， 邀请俞平伯、吴
世昌、周汝昌等红学家，专门讨论他
的意见。

除了天文历法和《红楼梦》研究，
曾次亮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词
学、 音律及围棋等领域也有所涉猎。
1936 年他自费刊印 《汉语拼音新方
案 》《曾氏速记术 》《十三月新历法 》
（被称为 “三小发明”）， 还编有 《词
选》。 在历史研究方面，他对史料和考
据研究较为深入，还钻研过中国古乐
谱和音乐史，留下了许多手稿。

深远影响：精神与学术的丰碑
曾次亮为教育、文化和学术事业

不懈奋斗一生。 他的成就和精神，对
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教育理
念和方法，至今仍被许多教育工作者
所借鉴和学习，成为教育界的宝贵财
富。 他对 《二十四史》 及相关志书的
精心校勘，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天文
学和历法提供了准确可靠的资料，推
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曾次亮的子女也深受他的影响，
纷纷走上革命和学术道路。 大女儿曾
克是成就卓著的革命作家，1942 年参
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文学创作领域
取得了丰硕成果；儿子曾一平为太原
科技大学教授，在发明创造方面颇有
建树；四女儿曾恬著有小说集，晚年
发明的“平安盒” 获得国家专利，其丈
夫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童庆炳。 他们在各自的领
域中传承着父亲的精神，为社会的发
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随着时光的流逝 ，曾次亮 ，这个
名字已经被许多人淡忘 。 偶尔有人
还提起：“记得以前中华书局有位编
辑名叫曾次亮，一生精研历法，熟稔
到明清哪天下雨哪天下雪都了若指

掌，日后研究《红楼梦》判断出曹雪芹
生卒日， 就是从气候角度断定的，有
若神明。 可如此能人， 俨然大师，就
是没几个人知道， 有个别人听说他，
还端赖他有个著名女婿———国内大

学中文系文学理论统编教材的作者

童庆炳。 ”
曾次亮先生的大名的确被湮没

了，可他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已成为中
国文化史上一座丰碑。 他的治学精神
仍在鼓励后人前行攀登。

让我们从更多档案中寻找曾老

先生的身影吧！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
周口杰出文化人物的故事吧！ ①7

（该文写作中 ，周口籍语文教育
家、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
委员会原理事长顾之川先生给予大

力帮助。 ———作者注）

������曾次亮所著《四千年气朔交
食速算法》。

曾次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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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曾次亮所著 《初级中学本国
地理课本》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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