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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与谭其骧的!和而不同"
!张雅斐

周谷城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

交往始于上世纪 9: 年代初的复

旦 !#&;! 年春 "周谷城经陈望道

与张志让两位先生介绍 " 受聘

于彼时迁徙到重庆的复旦大

学 "任史地系教授 "并在新闻系

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 ! 从那时

起" 周谷城在复旦任教几十年"

历任历史系系主任#复旦大学教

务长等职位!

谭其骧本任职于浙江大学历

史系! 建国后"浙江大学历史系

因故停办! #&9! 年适逢全国院系

调整"复旦大学历史系于全国各

地招揽人才"谭其骧接受周予同

先生的邀请"赴复旦大学任历史

系教授! 周谷城与谭其骧几十年

的共事"便从那时拉开了序幕!

在学术方面" 周谷城先生的

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包括史学#美

学#教育学#哲学等方面"历史研

究主攻世界史"著有$中国通史%

$世界通史%等重要学术专著&谭其

骧先生则长期从事中国史和历史

地理方面的研究"其主编的$中国

历史地图集%是迄今最权威的中国

历史行政区划地图集"#&&9 年获

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年获首

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

在性格方面" 周谷城先生风

趣幽默"对于西方文化有着较强

的接受能力&谭其骧先生严谨内

敛"生活方式也较为传统! 据谭

其骧的学生葛剑雄教授回忆'周

先生喜欢跳舞"皮鞋擦得锃亮"晚

上看完戏之后还能写篇小文章"

第二天就可以发表&谭先生的爱

好和当时的大部分老教授相似"

喜欢听京剧唱昆曲"生活方式较

为传统!在北京开会期间"教授们

所住的京西宾馆有时会放电影"

但是谭先生说他不懂" 觉得电影

没有味道! 葛剑雄教授还曾讲过

两位老先生交往中的一件趣事!

有一次" 谭先生问周先生冬天带

个墨镜干什么" 难道是眼睛不舒

服(周先生说"不是"我现在会多"

带个墨镜" 平时开会打瞌睡别人

就看不到了! 葛剑雄在旁边开玩

笑"那您比谭先生厉害了"谭先生

打瞌睡"头是要动的!

虽然两位老先生性情不尽相

同" 却在几十年的时光中互相欣

赏"共同走过了难忘的岁月!

复旦历史系 $: 周年系庆纪

念册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 照片

从左到右分别是' 周谷城# 谭其

骧#周予同与胡厚宣!据葛剑雄教

授提供的谭其骧先生的日记记

录"#&<= 年 #: 月 != 日" 他与周

谷城#周予同等 #: 位复旦教授赴

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部扩大会议! 当时教授们住在北

京饭店"到中山公园不远! ## 月

#; 日 ")上午小组会 "下午赴 *中

山+公园"应*胡+厚宣夫妇约"摄

影多幅!晚上文化俱乐部用餐后"

厚宣请蒙*文通+#徐*中舒+#周谷

老及余"访谷霁光,! 通过这张照

片" 上世纪复旦历史系老教授们

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风度翩翩"

令人仰慕!

王春瑜于上世纪 9: 年代进

入复旦历史系学习" 亲身经历了

大师云集的时代!在$中国人的情

谊%中"他回忆道'谭其骧先生讲

课条理分明" 生动活泼" 口才极

佳&周谷城先生则风采奕奕"虽湖

南口音很重" 却以独出心裁的课

程设置"深得学生喜欢!常常在第

二节课快结束时" 周先生会留下

几分钟" 给学生介绍国内外的史

学动态" 有时也会提到与一些史

学家的友谊!而在提及谭先生时"

周先生的评价是' 历史地理学的

权威"国宝级的专家!

除却工作与学术上的互相欣

赏" 两位先生在生活中亦是相互

了解"交往密切!王春瑜曾撰文提

到"#&%$ 年他由于工作事宜求助

两位先生的事情! 因关系较为亲

密" 王春瑜起初求教于谭其骧先

生"谭先生考虑再三后"建议他去

向周先生请一封推荐信! 由于与

周谷城先生并不熟"并且在 #&<;

年批判周先生时" 自己还写过文

章"王春瑜心中有所担忧!然而谭

先生对于周先生豁达的性格却是

了解甚深"安慰说"谷老不会计较

这番事情!同时"谭先生为王春瑜

写了一封推荐信" 请周先生务必

帮忙! 当王春瑜拿着信去拜访周

先生时" 果然受到了他的热情招

待!!"中国人的情谊#$王春瑜$山

西人民出版社%

两位先生晚年都在学术上做

出了卓越的建树"其中一件大事"

便是他们都参与了$民国丛书%的

编纂!作为主编"周谷城对于选书

曾经提出这样的标准')在讲人的

时候" 不因人废言& 在讲言的时

候"不因言废人! ,谭先生对于入

选书目同样十分认真" 依据周先

生确定的选书标准" 对于史地方

面的书籍"提出不少具体建议!例

如对于陶希圣编撰的 $辩士与游

侠%一书"谭先生虽因身体原因未

能出席编委会的讨论" 却写了一

整张纸的意见"希望编委们讨论"

不要因人废言')书中引用了许多

见于 $史记% 的很著名的战国故

事"参以战国时诸子中的文字"读

者可由此了解其时有关辩士与游

侠的风气"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作

者后来投靠蒋介石" 成为一个反

动派的帮闲" 但此书看不出有何

反动之处!,!&谭其骧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谷城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

学术主攻方向不同"性格爱好方面

也迥异"但两人同为近代著名的历

史学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而正是这样的)和而

不同, 彰显了他们独特的人格魅

力"也让我们从中窥探到上世纪复

旦历史系老先生们的卓越风采!

钱穆与书的故事
!郑 春

钱穆自幼家贫"酷爱读书 "晚年撰写

自己的生平时"对祖父的回忆只提及两部

书籍! 其中")手抄$五经%一函"由先父以

黄杨木版穿棉带裹扎"并镌亲书-手泽尚

存.四字,"另一部是)大字刻本$史记 %,!

这两部书深深影响了幼年钱穆")余自知

读书"即爱$史记%"皆由此书启之,!

#&:& 年"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三年

级时"偶然见同学看$曾文正公家训%"没

想读了就放不下! 次日一早"钱穆跑到校

外书店买书! 当时的书店大门是一块一块

的长木板拼接的"店家刚开门"木板还没

卸完"钱穆从门缝中侧身窜入"急问有没

有 $曾文正公家训%" 连家书一起付款购

买! 此后"这家书店就成了钱穆的私人图

书馆"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 年"钱穆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

学任教 "将几年教学的 $论语 %讲稿成书

$论语文解%"寄给商务印书馆"得以出版"

得版权费和稿费 #:: 元! 不过不是现金"

而是商务印书馆的百元书券 " 只能买书

*不限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 钱穆用这

张百元券补缺了自己的经史子集书籍"他

感慨地说')自此余学问又进! 此百元书券

实于余大有裨益也! ,

钱穆自 #&=: 年起分别任教于燕京大

学#北京大学"在北平共生活八年! 教书做

学问之余就是到旧书市场淘书"常常有意

外惊喜! 其中念念不忘的善本有'

其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前八

卷"清朝嘉庆年间刻本! 钱穆得到后专门

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禹贡%半月刊上!

其二"$章实斋遗书%家传本! 一天下

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特地到历史

系休息室找钱穆"市面上送来了一部 $章

实斋遗书%手抄本"不知道是否有价值 >想

请钱穆鉴定一下! 钱穆仔细勘查后发现"

这部书确是章氏的家传本! 这个本子几乎

可以说是孤本"极为珍贵! 如果回答说没

价值"这个孤本必然回到旧书店"钱穆就

可以收为己有! 但想到公藏可以给大众阅

览"于是钱穆告诉毛馆长可以收购珍藏!

同时"钱穆让助教连夜录出刻本中未

见的内容"共 !:余篇!抗战南迁时"钱穆将

这些手抄本藏在大衣箱底"上面加一木板"

以避开检查*为什么要检查这些)故纸堆,"

钱穆没有解释"现在不甚了了+"辗转香港#

长沙#昆明#成都! 后托四川省立图书馆馆

长蒙文通印刷 !::册"此书得以流传!

而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并没有为

图书馆购买$章实斋遗书%"此书竟转归于

胡适家藏"最后不知所踪!

其三"$竹书纪年义证%" 北通州雷学

淇著"共 ;: 卷! 钱穆曾遍访北平旧书市场

而未得"后在北平图书馆得到家传稿! 该

书由雷氏家人捐献" 蔡元培校长请北大

付印"印刷本流入北平图书馆! 钱穆看到

后"晒蓝本*复制+一部"并将有关内容补

入自己的$先秦诸子系年 %一书中 ! #&=%

年"钱穆将晒蓝本交书店印刷"此书得以

流传!

钱穆淘书藏书"其目的还是为了研究!

他有一部朱石曾的$竹书纪年存真%"以此

纠正了王国维校对本的很多错误! 傅斯年

曾嘱咐北平各书店为他寻访此书" 几年无

果! 最后只好将钱穆的书借去晒蓝复制"收

藏在中央研究院的书库中!

钱穆回忆自己在北平的八年 ')余前

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 当在二十万卷左

右! 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

#&=% 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等学校

南渡! 钱穆藏书量大"难以运输"更难找到

藏书的地方"况且每年夏天还要晾晒! 思

虑再三"钱穆临时赶制了 !: 个大箱子"将

!: 万卷藏书装入箱中" 并与房主约定"房

子不再租给他人"等和平了再来取书!

抗战胜利后" 钱穆没有回到北平"而

是在家乡江南大学任教! 房主通过钱穆好

友汤用彤"催促其将书运走! 汤用彤找到

钱穆熟悉的一位书估去取"书估愿意出价

百石米价! 而此时钱穆已在广州"他嘱咐

汤用彤让书估妥为保存"等他回北平后仍

然以百石米价赎回!

再后来"钱穆流落到香港 "老友沈燕

谋为新亚研究所购书" 得 $资治通鉴%一

部! 钱穆看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大哥钱挚

*钱伟长父亲+生前的阅读本"书中有很多

大哥的手迹! 此书现身香港"其他 !: 万卷

藏书可以想见! 这时汤用彤已经去世"钱

穆北平藏书的下落自此无从查询!

收自人间"散在人间! 书香不尽"唯有

缘者得之!

!本文参考书目'钱穆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岳麓书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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