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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邓广铭 "左一# 与学生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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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邓广铭"前排右$与周一良%前排左$参加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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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邓广铭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

"上接
&

版$

济史 !" 胡如雷讲 #中国封建
社会形态 !" 刘乃和讲 $历史
知识讲座 !% 王利器讲 $古文
选读!&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
人& '文革(十年%晃荡十年了)

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 谁不
想上课* 其实)在'文革(后期)

只要有一点点工夫) 人人都在
用功& 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
语"或是学了日语&我们的历史
系) 考古专业老师的成果最早
见了天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
的发文章+ 历史专业老师的抽
屉里)也有不少存货&对于这一
点)邓先生可能估计不足&

不满尽管不满) 可在邓先
生面前敢于表达出来) 那是另
一回事&我担任总支书记)觉得
有责任反映给他+ 可怎么说出
来)也很费心思& 一天)趁着有
事)我到邓先生家里)先说了些
别的)挺顺利的)最后才说请人
上课的事& 那个时候)新闻"电
视里正连续报道日本从中东引
进石油的事)我拐弯抹角)只说
请人讲课虽好) 可中东的石油
一断) 就麻烦了& 我刚把话说
完)邓先生就把脸一沉)说,'我
一直以为你支持我的改革 )原
来你不支持&今天晚了)不留你
吃饭了(---吃饭)这事打从哪
儿说起呢* 邓先生从没请我吃
过饭) 当天也完全没提过吃饭
的事&他的意思我明白了,不留
你了)你走吧.

跟邓先生的接触多了 )我
有一点感悟& 他的主张常常高
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
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先生
所说) 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
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
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
心& 事实上)商鸿逵%许大龄先
生都在开课+张广达%罗荣渠两
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

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从校外请人讲课) 应了一

时之急) 应无异议& 今天拿出
当年的课表一看 ) 还得承认 )

授课的水平保持在相当的高
度&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
在先后复课 ) 像这样一张课
表 ) 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
的& 邓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
和号召力) 让

!!

级%

!"

级学
生见识到这些大家 ) 平心而
论) 确属难得& 拨乱反正原是
全国的部署) 这几位外聘讲课
者所在的单位) 拨乱反正随后
也被提上日程) 他们在北大讲
了一阵) 便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了 &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
上) 抢先一步) 打了一个时间
差) 成就了此事& 我当时只忙
一些杂务 ) 跟学生没有接触 &

隔了好长一阵) 才听说这批学
生的程度非同一般& 后知后觉
的我这个时候悟到) 如果按照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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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那个模式 ) 任谁都
可以登台上课) 有人让学生轰
下讲台) 也说不定&

应
急之外) 邓先生也有长
远打算) 那就是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 要调几位名家进
入历史系& 邓先生先后提出调
入的有三位王先生&

第一是商调王利器& 王利
器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个古籍
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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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跟邓先生一
起在中华书局标点 '二十四
史(&后来他整理古籍近两千万
字)大有成就&社会上'万元户(

兴起的时候)他被人们称为'两
千万富翁(&这位'富翁(的调入
一直没有进展& 二是商调王仲
荦& 王仲荦也是邓先生在中华
书局整理 '二十四史 (的同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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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山东大学任教& 上个
世纪

()

年代)有过一本有名的
杂志 $文史哲 !)他是三位创办
者之一& 王仲荦本是章太炎的
弟子) 周一良后来挽王仲荦时
有一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
与史) 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
唐& ( 邓先生看中了这位王先
生) 遂由北大人事部门出面三
次去函商调) 王仲荦本人很客

气) 只说,'山大已经成了我的
第二故乡了(/见 &中国历史评

论 '第二辑
&'

页 ( 姬妍 )周应

奇 * +一代史学宗师,,,王仲

荦 '!原载 +我心目中的山东大

学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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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0& '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
枝& ( 山大的人事部门很有意
思) 他们没有用人事部门惯用
的业务语言做出制式的回答 )

而是有一封书信发给北大说 )

我们山大想调你们北大历史
系的邓广铭过来. 邓先生本来
决意调王 )不想反遭此一回幽
默 )此后调王仲荦的事绝口不
再提起&

山西的节奏好像比北京慢
一点& 商调第三位王永兴的函
件一去) 对方山西教师进修学
院表示同意& 可调人的手续办
起来相当繁杂) 按照常规要耗
费很多时日& 在办理后续事务
的过程中) 对方的口气慢慢出
现变化& 办到山西省教育厅一
层 ) 卡住了 & 王永兴的分量 )

到这个时候) 山西慢慢掂了出
来 ) 跟着事情就完全变了 &

眼看满盘全输 ) 这下急坏了
邓先生&

后来调动顺利成功) 王永
兴先生来到历史系任教) 说起
来这完全是个戏剧性变化& 这

里就要说到一个人---逝去多
年的李培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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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他毕
业于历史系) 当时还是一位青
年教师& 他头脑灵活) 人很活
跃) 办事也热心& 那几年) 他
给邓先生帮忙) 出出入入) 做
了不少事& 他在系里没有任何
职务) 全凭热心& 一天) 邓先
生% 我% 李培浩三人说到王先
生调动遇阻的事 ) 李培浩说 )

教育厅不答应) 只有找省里一
条路了& 可省里找谁呢* 我们
当时知道的就是省委书记& 从
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是李立功 &

李培浩说) 请北大新任的党委
书记周林写封信给李立功& 周
林曾任贵州省委书记) 周% 李
二人应有同僚之谊) 就是没有
交集) 也会彼此相知& 商量了
一会儿 ) 又觉得 ) 先报告周
林) 等周写信寄李) 到达后者
手里又是什么时候 ) 更不可
知) 这个办法的流程太繁) 恐
怕来不及& 后来说) 干脆我们
起草一封信给周林) 请周签字
发出就好& 最后李培浩说) 我
们何不就用周林的名义写封
信 ) 直接寄给李立功本人亲
启) 或许还来得及挽救& 邓先
生说, '好. 这个主意好& 周
林跟我说过) 让我放手干) 凡
对历史系有利的事 ) 他全支

持& 我以后会报告周林) 他不
会不同意 &( 又对我说 , '现
在就写 & 你动笔 ) 竖着写 & (

我写个抬头 '立功同志( 就打
住了) 总得像熟人一样先问候
几句做个铺垫吧 ) 可说什么
呢* 周林和李立功) 都当过省
委书记 ) 至于他们的其他关
系) 我们三人都不甚了了) 往
下没词儿了 & 还是李培浩灵
便 ) 他说就写 '文革 ( 十年 )

我们都有磨难---一笔带过 )

跟着写) 现在我出任北大) 兹
有一事相烦11三个人凑写了
一封信) 当天发出& 后来的事
情居然出现转圜 ) 调动成功 )

是不是跟这封信有点关系则不
得而知) 要知详情) 那只有到
山西省去查看档案了&

王永兴先生调来了) 此后
又生出许多故事& 邓% 王两位
的合作 ) 可以说是火借风势 )

风助火威) 最后 '烧( 出一个
中国中古史中心来& 考古专业
从历史系独立出去了) 历史系
少了半边天+ 另有一个中古史
中心新生出来) 历史系的分量
没减) 在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
之中) 仍是第一重镇&

%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党委

副书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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