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纪念

屈
指算来 ! 我与施宣圆
从相识到相交进而知

交! 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我与施宣圆分别于
!"#"

年
"

月和
!"$%

年
"

月进入复
旦大学历史系学习" 历史系

&"

级和
$%

级分别招收新生
"%

余
人!是复旦历史系

'"(&

年成立
以来招收新生最多的两届" 我
们男生都住在第十宿舍

$

号
楼!女生住在

"

号楼"虽然同住
$

号楼! 但在一段时间里! 我
与施宣圆并没有打过交道"

我认识施宣圆是在复旦大
学校学生会的办公室里" 因工
作需要 ! 我于

)"$*

年
+

月召
开的复旦大学学生代表大会
上! 被推举为校生会主席" 当
时在第十宿舍

)

号楼前有一座
约

$,

平方米的平房 ! 是校学
生会的办公地方" 学生会下设
宣传部# 学习部# 文娱部# 体
育部# 劳动部# 女生部和秘书
处等部门! 由各系推举的同学
负责各部门的工作" 每到下午
课外活动时间! 在学生会各部
任职的同学往往会来到这间办
公室 ! 商量工作 ! 异常热闹 !

特别是每次文娱部下属的合唱
团# 舞蹈队的同学到来! 更是
人声喧哗" 正是在这间办公室
里! 我认识了在学习部工作的
施宣圆! 得知我们都是由历史
系推举到校学生会来工作的 !

更感到亲切"

)"$+

年
"

月! 我考取历史
系胡绳武先生的研究生! 继续
担任校学生会主席" 期间! 在
学生会办公室! 在宿舍! 在校
园! 遇到施宣圆时! 我们总会
就学校# 系里学习生活等聊上
几句" 他学习刻苦! 工作充满
热情! 一口福建话! 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

)"$&

年
-

月! 施宣圆历史
系毕业! 分配到 $文汇报% 理
论部工作" 我读研究生! 本应
于

)"$-

年
-

月毕 业 ! 适 逢
&文革 ' ! 延至

)"$.

年
&

月 !

被分到安徽省图书馆工作 "

)".*

年
-

月 ! 调任安徽省社
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

)"..

年
),

月
$

日至
),

日! 由安徽
省历史研究所# 安徽省史学会
和合肥市政协等单位在安徽合
肥联合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 ' 学
术研讨会 ! 全国有关研究单

位 # 高校的专家 # 学者共
-,

多人参会! 包括上海著名的中
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和姜
铎先生 " 施宣圆也应邀与会 "

离开复旦十年后! 能在合肥再
次与施宣圆等系友见面! 感到
尤其兴奋" 施宣圆对这次重新
评价李鸿章的研讨会及时在有
关报刊上作了深度报道" 与会
期间 ! 我陪他到李鸿章故居 #

合肥大蜀山游览"

)""&

年
"

月 ! 因工作需
要! 我调回上海图书馆任党委
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 "

自此以后 ! 由于工作的关系 !

在上海图书馆! 在上海史学会
会场! 在复旦校园! 在上海举
行的各类历史文化活动场所 !

我便有机会与他经常见面! 有
几年时间! 几乎是一个月就会
遇到一次"

施宣圆于
)"$&

年进入$文
汇报%!&文革'初曾任$文汇报%

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后来回$文
汇报% 总部! 先在工业组当编
辑!

)"-&

年调到理论部! 继续
从事理论学术编辑工作"

)".&

年任 &学林 '版面的主编 !直至
(,,)

年退休" 退休之后!他也
没有离开学术界! 继续关注名
家!笔耕不辍"

!

文汇报 % 是面向知识分
子的报纸 ! 在文化学术

界有很大的影响" 施宣圆自己
说 ( &我生性好动 ! 喜欢写
作! 尤其有一种新闻记者的敏
感和激情! 每当听到或看到什
么新鲜事! 常常抑制不住! 有
感而发 " ' 正因为他的敏感 #

勤奋 ! 以及对事业的无限热
爱! 几十年间写了许多有关学
术界的报道# 人物专访# 随笔
和学术论文" 施宣圆主持编辑
的 &学林' 版! 以及他自已撰
写的许多文章! 都具有关切学
术文化的特点! 有诸多建树和
创新! 受到读者的青睐" 其中
&名家访谈 ' 则是最受读者欢
迎的! 饮誉学术界" 他主持的
&名家访谈 ' 中 ! 记录了我国
学术界一百多位名家的 &业
绩 '" 施宣圆在 $我与学林名
家 % 一书 &后记 ' 中指出 (

&他们大多是我国学术界各个
领域著名的老一辈专家! 许多
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
些篇章或反映他们在粉碎 )四

人帮 *! 拨乱反正之时崭新的
时代面貌! 介绍他们在学术研
究中的真知灼见和丰硕的学术
成果 + 或描述他们甘于寂寞 #

潜心学术的治学之道! 颂扬他
们诲人不倦# 提携后人的高风
亮节 + 或展示他们坚持 )双
百* 方针! 勇于争鸣# 追求真
理的精神风貌! 记录他们敢于
学术创新! 开辟学术研究新局
面的不凡气魄" 这些访谈文章
先后在 $文汇报% $文汇读书
周报% 刊出! 在学术界颇有影
响 " $新华文摘 % $作家文
摘% $报刊文摘% 等多次转载
或转摘" 现在汇编成书! 我相
信! 对于今日学术界人士学习
老一辈专家学者脚踏实地! 实
事求是! 勇于探索! 追求真理
以及遵守学术规范! 进行学术
研究将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施宣圆在完成繁重的采访
编辑工作的同时! 结合自已所
学历史专业和从事的新闻工作!

撰写了一批颇具特色的史学 #

文化专著 ( 著有 $徐光启 %

$护国运动主将蔡锷 % $刘永
福%+ 主编 $古文今译% $中国
文化辞典% $上海

-,,

年% 和
$中国文化之谜 % ,四辑 - #

$世界文化之谜 % ,三辑 - #

$千古之谜...中国文化
),,,

疑案 % ,甲 # 乙
/

# $千古之
谜...世界文化

)%%%

疑案 %

,甲# 乙-# $中华学林名家文
萃 % $中华学林名家访谈 %

$我与学林名家% 等" 这些著作
深入浅出! 知识丰富! 通俗易
懂! 妙趣横生! 引人入胜"

作
为复旦历史系的毕业
生!施宣圆在几十年的

学术研究生涯中! 对母校历史
系怀着感恩的深情! 主持操办
了几件促进历史系学术研究发
展的实事" 最突出的有两件(

一是策划主持编撰了复旦
大学历史系

-&

周年论文选
$笃志集%" &博学而笃志! 切
问而近思 '! 既是我们复旦的
校训! 又是我们历史系的优良
传统" $笃志集% 汇集了历史
系几代学者的成果! 内容包括
中外! 涵盖古今! 或论中国史
学之变迁! 或探域外史学之得
失! 兼及政治# 经济# 社会与
文化等重要课题 ! 内容丰赡 !

论证精审! 是历史系系友自筹

资金 # 编辑出版的一部 &文
集 '" $笃志集 % 的构想发端
于

(%%%

年
*

月中旬的一天 !

施宣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
审张晓敏 ,复旦历史系

.&

届-

在前往杭州出差的火车上! 肇
始议论了 &文集 ' 的构想 !

*

月
("

日 ! 施又邀历史系校友
会负责人傅德华

0-+

届- 等在
上海图书馆召开 &碰头会 ' !

具体讨论了编辑 &文集' 的实
施方案 ! 从组稿 # 编辑到出
版! 仅

(

个月不到的时间!

+,

万字的 $笃志集 % 赶在
(,,,

年
&

月
(-

日前作为一份厚礼
献给复旦历史系

-&

周年 ! 个
中凝聚着施宣圆对母校历史系
的一片赤子之情"

二是积极为历史系蔡尚思
老教授筹措资金出版 $蔡尚思
全集 %" 蔡尚思教授是我国著
名思想家# 历史学家! 和施宣
圆同为福建老乡! 蔡尚思有不
少文章发表在施主持编辑的
&学林' 专刊上" 两人交谈时!

蔡先生常常说到出版自己 &全
集 ' 的事 ! 希望施能够帮忙 "

(,,+

年 ! 住在华东医院的蔡
尚思更交给施宣圆关于 $蔡尚
思全集 % 出版的 &授权书 ' (

&本人认可施宣圆先生全权代
理我的 $蔡尚思全集% 所有出
版之事务" 谨此拜托/ 蔡尚思
,盖章 - 二〇〇四年三月 " '

施认识到 ! 出版 $蔡尚思全
集% 有一定难度! 因蔡先生所
撰的文字 ! 时间从上世纪

(,

年代至新世纪 ! 长达
-,

年 !

字数至少也有
+,,

多万! 而且
绝大多数已经出版! 有的还是
一版再版! 许多出版社都不敢
接手 $全集 % " 施想方设法 !

迎难而进 " 曾请复旦予以资
助! 但复旦因老教授多而难以
开此先例" 后知悉蔡尚思先生
是福建德化县人! 而德化县属
于泉州市管辖" 于是! 施就给
时任泉州市委书记的中学同学
写信! 终于获得资助

*(

万元!

支持 $蔡尚思全集% 出版" 住
在华东医院的蔡先生! 当听到
家乡决定资助他出版 $全集 %

的消息时! 精神为之一振! 从
病床上爬了起来 ! 激动不已 !

讷讷说道( &多谢施宣圆/ 多
谢家乡领导的关心/'

(,,&

年
"

月 $蔡尚思全集% 问世 ! 共
八卷!

+,,

余万字" 这一年是

蔡尚思先生百岁华诞" 在上海
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
书评选中! $蔡尚思全集% 荣
获特殊贡献奖"

我本人
'""&

年从安徽调
回上海图书馆从事中国家谱研
究时! 也得到了施宣圆的大力
支持和鼓励" 上海图书馆是仅
次于国家图书馆的特大研究型
图书馆! 收藏历史文献十分丰
富 ! 达

*-,

余万册 ,件 -! 其
中最具特色的家谱文献达

'

万
种 !

',

万册 ! 为中国家谱收
藏最多的单位 ! 但因多种原
因! 收藏的家谱等文献破损十
分严重"

上海图书馆将抢救历史文
献列为重要的工作! 当时我主
持了家谱文献的抢救# 整理与
研究 "

'""-

年
''

月
''

日 !

我写了一篇 $开发谱牒资源
弘扬历史文化% 的文章! 就发
表在 &学林 ' 版面上 "

(,,$

年
(

月! 我在上图多功能厅作
&从家谱看炎黄子孙的寻根情
结' 讲座! 讲稿由施推荐! 在
&每周讲演' 版发表 ,

!""#

年

!

月
!#

日-! 该文被 $新华文
摘 % 等多家报刊转载 "

(,'*

年 ! 我的新著 $中国祠堂通
论 %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施宣圆应邀参加了上海图书馆
召开的 $中国祠堂通论% 出版
座谈会" 会后! 又对我进一步
进行采访! 并向我索取了我从
事家谱研究的有关资料! 然后
以 $从家谱到祠堂...记上海
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先生% 为
题发表在 $文汇读书周报 %

,

!"$%

年
#

月
!$

日- 上! 该文
亦收入 $我与学林名家% 一书
中" 回顾自已在中国家谱研究
方面取得的成绩! 与施宣圆近
(,

年来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
分不开的"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贾树枚在 $我与学林名家% 一
书 &序' 中! 将此书誉为 &施
家花园 ' ! 非常形象 # 生动 #

贴切 " 斯人已去 ! 花园犹存 "

当我们再次进入 &施家花园 '

时 ! 一定会对施宣圆的为人 #

学识和事业! 有更深切的认识
和由衷的敬佩/

&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原党

委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
'

!

怀念相识半世纪的系友施宣圆
王鹤鸣

!我生性好动" 喜欢写作" 尤其有一种新闻记者的敏感和激情" 每当听到或看到什么新鲜事" 常
常抑制不住" 有感而发#$ 正因为他的敏感% 勤奋" 以及对事业的无限热爱" 几十年间写了许多
有关学术界的报道% 人物专访% 随笔和学术论文#

版面编辑! 刘迪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