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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 ! 罗先生满怀
"新中国前途一定乐观!新中国
一定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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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的信心和
希望走上工作岗位$ 他主动要
求并最后被指定负责带队前往
哈尔滨外专! 跟从延安来的老
师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俄
语! 显然是察觉到中苏交流会
越来越频繁$ 他想要为此做贡
献$在此后不久的镇反运动中!

他因为不能跟被错杀的 &反革
命# 父亲划清界限而受到严厉
批判! 从那时起! 他多次被审
查!一次次被迫自查!几个弟弟
纷纷落难!许多亲友断绝来往$

这使他身心备受煎熬$ 正如他
早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一
个人可以忍受仇敌的攻击 !却
受不了亲友的责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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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据同被关进 &牛棚 #

的郝斌老师回忆! 即使在极端
的困境下! 他仍然认认真真做
人做事!不打小报告!不操随机
应变保存自己之术! 对同 &牛
棚#难友从没有半点伤害$一旦
境遇稍为好转! 他又马上表现
出乐观外向的性格 ' &走着走
着! 鼻子里竟哼出了歌((时
间过去三十余年! 我眼前还时
时浮现出这个情景$ #回忆里还
谈到! 从劳动改造地回到北京
后!某一天他竟然翻箱倒柜!拿
出张大千 )徐悲鸿 )谢稚柳 *皆
为他父亲的生前好友+的扇面)

花鸟和父亲的书画作品给他
看$这些在当时!保存已经极有
风险! 何况拿出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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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又一场以 "反右倾回潮 -

为名的政治运动突袭而来 !先
生被定为历史系第一个批斗对
象$ 残酷的打击几乎将他置于
人生绝境$两年以后!先生仍未
脱离困境!但他已经决计反抗!

"考虑再三 ! 决定不写检查 -.

&不能检查! ((等我跳出来!

我则根本不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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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的过人胆识! 主要
还是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的见解
和追求$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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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评/水
浒0)批&投降派#的闹剧轰轰烈
烈登场的时候! 他已经尖锐地
指出!&当前评论 /水浒0 的文
章! 没有一篇在这个关键问题
上*按指农民起义为何失败+讲
清楚! 甚至根本回避这个关键
问题! 这是科学研究中极不正
常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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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他对当时
国内的思想状况有超出常人的
认识$ 他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
意义!认为&通 #比 &专 #更有价
值! 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
洲史)中美关系史所拘!而把主
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
课题的综合研究上! 计划在一
定时期以后! 再把研究所获用
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
性与特殊性$他决心为此&倾毕
生之力 #!&成败利钝 ! 非能逆

睹!就置之度外了#.&马克思说
过'1为世界工作2. 鲁迅说过'

1我们总要争取光明!即使自己
遇不到 ! 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人$ 2这就是我自己在今后的学
术生活中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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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他的人生处境
发生根本转变$ 父亲的冤案昭
雪!母亲的地主成分改划!他自
己所受批判也被平反! 审查结
论被推倒! 并以新晋副教授身
份当选校)系学术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个研究世界史的学者 !

他终于能跨出国门行走世界 $

这使他更加坚定 &打通- 的决
心'&今后我所要从事的! 不是
一般的历史研究工作! 即考证
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真
伪! 而是要通观世界历史的全
局! 继承马恩在历史唯物主义

方面所开创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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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此 他 一 次 次 以 诗 ) 词 言
志%%%他回顾年轻时曾经 &独
把春光磨铁砚-.他现在更有信
心&乘风觅险峰-.他还要&横游
绝壑探幽奥 -!而 &羞将华发换
闲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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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句! 既是他豪情壮志真
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也是他半
个世纪&北大岁月-不懈奋斗的
真实写照$

看到这里! 对于后来先生
致力于开创世界现代化进程研
究和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
代化理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当初! 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的
这项工作$ 当时的历史系领导
回忆!&曾经不止一次劝他放弃
这个计划-$ &当他提出1一元多
线2历史发展观时!我也曾警告
他不要冒这个风险$ -这是善意
的劝阻$

实
际上!罗先生倾力研究
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

出于史学家对凿通中外历史的
责任心! 还跟他对现实社会发
展的深切关怀) 跟他对中国与
世界发展趋势的思虑判断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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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他多次给旅
居海外的女儿写信!反复讲到'

&中国正处在一场真正的深刻
革命之中$ 这大概是一个半世

纪以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社
会转变的决定性大变革之开
始!其势迅不可挡-$ &*中国变
革的 +总趋势是好的 !完全没
有悲观的必要 $ 要说悲观 !世
界的前景倒是令人悲观$ 现代
化带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发
展性危机! 恐怕将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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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在他看来! 既然
&现代化-是关乎中国和全人类
命运的历史和现实进程! 史学
家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或视而不
见! 对它进行记录和理论探讨
是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 现代化研究确实从
一开始就一直处在新时期史学
论争的风口浪尖上$有人在&核
心-刊物发表权威性述评文章!

提出要对以&现代化-为现代史
主线 &理所当然 -地予以否定 .

还有人著文点名批判 /现代化
新论0!强加给它一些莫须有的
罪名$ 来访的外国学者也有对
现代化研究不以为然者$ 一贯
视&现代化-为反苏理论的苏联
学者不用说了$ 笔者参与接待
的一位西方教授就曾当面告诉
我!现代化已经过时!不该再谈
论它! 还指点我一定要找来反
现代化的论著仔细看看$ 他们
不明白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方
兴未艾$ 即使早期西方的现代
化! 作为一段历史进程也应纳
入史家的视野$ 只有认真研究
它才有资格批评它)超越它$对
于现代化研究的价值) 工作之
艰巨和风险! 罗老师心里其实
比谁都清楚 !&深知开拓之难 !

对各种非议早有思想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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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致信二弟
荣泉先生!说到自己&研究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非常艰苦!((

我不准备苟活! 就要冒一点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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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他在复老友杨祖
陶教授夫妇的书信里写道'&拙
书*指/现代化新论0+之完成完
全是在风口浪尖之作! 盛世之
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 ((祖师爷
司马迁当年有言 ' 1负下未易
居!下流多谤议$ 2书成是福是
祸!早置之度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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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等的气魄,回过头来想想!

难道一个有担当的史学家不应
以继承司马迁为己任吗3 时至
今日!现代化研究已成显学!罗
先生也被公推为中国内地学者
研究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
进程的开创者$ 他的世界现代
化三次浪潮说) 百年中国四种
趋势说) 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之密切关系说 )&现代化 -作
为一段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
说!等等!皆为不刊之论$然而!

确定新研究方向和建立新理论
体系时!他找不到人交流思想$

他的心一定火热! 却又是寂寞
的$然则所有成一家之言者!当
初不都是寂寞的吗3 学林正需
要这种既勇于开拓创新又能耐
得住寂寞的人$别说是学者!即
使是工匠! 一天到晚热热闹闹
的人!肯定做不出好东西来$

从罗老师的/北大岁月0以
及他的更多不见于文字的所作
所为! 我们还能看到' 正所谓
&功夫在诗外-! 罗先生的胆识
以及他工作的勤奋! 恐怕还更
多体现在论文著作之外的学术
活动上! 而这些大多不为人所
知$ 他赤手空拳组建 &北京大
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这个后来享誉国内外的 &机
构-! 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经费)

没有编制) 开会和堆放图书资
料只能借用教研室的 &三无 -

虚体! 更没有秘书或助理$ 除
了让研究生帮忙管理一下图书
借阅 ! 其他事都是他亲力而
为$ 年过半百的他还要自己脚
蹬单车! 从中关村到几十里以
外的白家庄去选购外文图书 $

办理有关中外学术交流) 研讨
会申报) 科研项目经费申请表
格填写等各种繁杂手续! 也需
他亲手写) 亲自跑$ 主编 /世
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0! 他
亲自组稿! 给外地撰稿人写一
封封书信! 提出修改建议甚至
一遍遍帮作者修改文稿$ 主办
大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小
规模专题讨论会也都是这样 $

他以独到的眼光回顾
)(

世纪
上半叶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四
次大论争! 组织人手收集整理
散见于各处的文献资料! 编成

厚厚的一本文集 /从西化到现
代化 0 $ 该书已有多种版本 !

受惠者及于海内外学界$ 他在
国内最早察觉西方学者关于全
球通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
成果对于开拓和发展新时期中
国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的意
义! 为此而邀请沃勒斯坦等一
批史学家 ) 社会学家前来讲
学! 并在事前要他的研究生分
工研读他们的著作! 以便讨论
对话$ 笔者关于殖民主义长波
理论的读书札记就是这样产生
的$ 为了扩大影响! 他还组织
了专题研讨班! 吸收校内外青
年学人参加$ 他们中不少人后
来成为知名的学者$ 他亲自组
织翻译了 /全球分裂0 和多卷
本的 /现代世界体系 0$ 后一
种书今日已经风行全国! 当初

却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 耽搁
多年后好不容易求到一家出版
社 ! 前两次印刷还是尽量保
守! 生怕印多了卖不掉$

尽管时时关注改革进程 !

关注校内外局势的变化! 如他
在

*(

岁生日抒怀诗中所言 !

&文锥痛砭匡时弊!独胆横陈逆
耳言-$但他没有稍停自己的专
业研究工作$ 收入 /罗荣渠文
集0前三卷的大量论文!都是在
'"+(

年代写出的$ 他一再嘱咐
他指导的硕)博研究生!术业要
有专攻.作为史学从业者!应该
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好历史学
研究! 做好现代化与现代发展
基础理论和各国现代化模式 )

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 不可
荒废学业!不可舍己所长!急功
近利$ 他自己曾谢绝了来自各
方的此类邀约$ 他自己不为一
时的风潮所左右! 同时谆谆教
导自己的学生甘于寂寞! 耐心
坐好史学的冷板凳$ 他在生活
上处处关心体贴学生! 但在学
业上从来不讲情面! 严格要求
近于苛刻$我等一众及门弟子!

甚至选过他的课的大学本科同
学!对此都有切身体会$他真是
一个肝胆照人的纯粹学者 !一
个真正的) 可以大写的中国学
人, !作者为香港珠海学院中文

系暨文史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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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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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罗荣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胜利
'$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主题报告$

罗荣渠与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