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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起来!

视其为"海派#$说他"赶时髦%的不少&君不见!自打此后!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由史入论$注重理
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进而稳定下来&

回头再看罗荣渠

罗
荣渠先生离开我们二
十年了!他的音容渐渐

模糊" 另有一些东西却慢慢沉
淀下来"随着时光的推移"菁存
芜去"轮廓愈见分明!时空的距
离有助我们去观察# 认识人和
事!今天想来"也许这些沉淀下
来的东西" 更能显示罗荣渠的
本真!大家聚会来追念他"我觉
得"最可珍视的"是他为北大历
史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既往的
治史之路$而言及于此"又不能
不去追寻当年他那股治学勇气
和创新精神!

让我转述一段发生在罗荣
渠和田余庆之间的故事!

晚岁的田余庆与林被甸比
邻而居"他们常相过从闲聊! 这
则故事" 是田先生亲口对林所
讲"而且先后谈过两次$近年"林
被甸又向我重复转述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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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有一个理论
讨论会 "由中宣部 #中央党校 #

社科院联合主办! 会上颁给史
学界两个大奖" 乃从此前十年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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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史学界的
研究成果之中筛选而来! 罗荣
渠的论文 (一元多线历史观)"

是为得奖作品之一! 这在当时
的史学界中颇有震动" 对北大
历史系来说"也是一件殊荣!颁
给罗荣渠的奖牌送到历史系 "

时任系主任的田余庆" 手捧奖
牌"登上四楼 "亲自送到罗舍 !

熟悉田余庆的人都知道" 在他
心目之中" 这类事情大抵属于
俗务"平日他本不屑一为"这回
何以要爬上四楼# 亲自呈送在
罗荣渠的面前呢 * &&&果然 "

其中有戏!

他们互道问候之后" 田开
言对罗说道+此番获奖"诚然可
喜可贺"同时我有一言相奉+事
情不妨可以到此为止了" 见好
就收!以我兄的才力"多做一点
学问上的研究"日后当大有为!

田的一番话" 听起来有点
不近情理"像是在吊喜贺丧"其
实不然!在田说来"这是肺腑之
言"而且"也只有他们两位之间
才可以这样过话!为什么呢*一
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田#罗二
人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史学
系同窗同年" 原有一层少年情
谊! 北京解放前夕" 田参加学
运"一次情况紧急"他躲进罗荣
渠的房间"才得以逃过搜捕!后

来他们同在历史系执教" 各忙
自己的事"交往虽然不密"情谊
深埋心中! 但对罗近年所走的
路 "见仁见智 "田早有看法 "骨
鲠在喉"不吐不义! 再者"这并
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 罗
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 "在
当时的历史系中" 乃是旁出一
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
起来 "视其为 ,海派 -#说他 ,赶
时髦-的不少! 作为老同学"田
不去直言一回" 还指望谁去说
这种不中听的话呢*.眼前是个
进言的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怕
没这个店了!第三"田了解罗的
功底"只要他肯回头"传统的治
学之路"对他来说驾轻就熟"可
以计日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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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的(论
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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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
发现问题)先后发表"两篇文章
颠覆了一说+中国人发现美洲!

,中国人发现美洲-" 原是一个
由洋人提出# 而后受到多位中
国学界大佬认同称赞# 更为坊
间多年所乐道# 还牵扯上民族
情感的一个敏感话题" 不想在
罗的严整论证面前" 瞬间化为
泡影! 时任考古所所长# 主持
(考古 ) 杂志的夏鼐先生读到
(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
题 )"先后曾有七信致罗 "称道
罗的文章,所言极是-#,立论严
谨正确-!夏鼐当时正在编排次
年出版的 (考古 )国庆专号 "表
示愿意重刊此文 ",借重大作 "

以光篇幅-$同时指出罗文白璧
微瑕" 盼罗有所润补" 以求尽
美! 罗的修订稿于是再次刊登
于(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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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庆专号! 罗
关于美洲发现的观点" 从此遂
为学界公认而不疑! 夏鼐的严
谨是出了名的" 他对罗文欣赏
如此"罗的功底"由此可见! 还
有"罗初到北大的时候"一度有
意跟随向达先生去专攻中西交
通史" 这也是他自己掂量过后
的一种考虑" 他有语言和考据
方面的功夫" 自认中西两面可
以兼顾! 在历史系罗的同辈人
中"能够贯通中西#或者有心去
贯通中西的人"其时已经寥寥!

一句话 "田 #罗二人 "走过的是
一样的路" 才气相若" 抱负相
同" 在田看来" 你何必弃史就
论" 去钻那个窄胡同呢. &&&

田向罗所进一言"不过数语"笔

者在这里却啰嗦半天! 时隔三
十年了"不揣愚陋"对田的话我
大胆地做出如上一番解读 "就
正于知情故旧!

田的话可谓单刀直入 "罗
的回应如何呢*罗的回答"简单
到不能再简! 他说+,曾经沧海
难为水. -

田 # 罗二人的一番对话 "

大抵如上 " 时在公元
%"$$

年
%&

月某日 " 地点是北京市海
淀区北京大学中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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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罗宅! 我觉得" 这段对
话或许值得记入北大历史系的
系史之中 ! 君不见 " 自打此
后 " 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 #

由史入论# 注重理论创新的治
学之道渐成气候" 进而稳定下
来 ! 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路数 "

呈现出史和由史入论两条并
行# 并进的路子! 罗是另一条
路数的开创人!

在
我们历史系"传统的治
学之路行之有年"深而

且厚"但是没有保守的习气!上
个世纪

,&

年代"先有周一良先
生开创亚洲史的一片天地 "继
有杨人楩先生开创非洲史的一
片天地" 接着又有罗荣渠开创
了拉美史的一片天地! 他们创
新"凭的都是传统的功底!传统
与创新"其实环环相扣!没有功
底"何谈创新* 不过"这三者说

起来还都在史学范畴之内! 而
今由史入论" 去做理论上的创
新"要的不仅是功底"恐怕更需
要学术上的胆识和勇气. 行年
六十"罗荣渠还有这股闯劲"今
天想来"也不免让人感叹.

科班出身# 又在史学讲坛
耕耘多年的罗荣渠" 转身去搞
现代化" 实在是一个跨行跨界
的异常之举! 史学本来是一种
阐释#研究既往的学问"现在他
竟加以延伸#要去观测未来$我
们多年奉为圭臬# 极尽精微的
, 五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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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弃之不用"一
下子扩展到洪荒宇宙# 古今上
下任由翱翔" 这个跳跃实在不
小!拿在京剧舞台上"不就是让
老旦去反串小生一样吗" 甚至
是让梅兰芳去唱摇滚差可相
比! 如果是写上一# 二篇小文
章 "凑个热闹 "也还罢了 "罗要
的是挂牌卖票的正场演出! 这
个时候" 在历史系里" 有人撇
嘴#有人说,赶时髦-"讥评自然
难免! 说起来"在中国"历史学
这个行当与 ,现代化- 本不搭
界"而与,现代化-学科相近#可
以搭界的乃是社会学和经济

学$那么"这两家的动静又是如
何呢*此时此刻"他们两家寂静
得连一点声息都没有!

社会学在
%",0

年全国高
等院校学科的一次大调整中 "

被视为细碎杂拼之学" 不能自
成体系" 从学科目录之中被一
笔勾销"干脆连根拔除了!大学
之内"再无此一门"社会学系的
教师# 学生星散在各相近学科
的屋檐之下安身! 荒芜三十年
之后"到了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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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
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研究之际 "

北大的社会学系方才恢复重
建!费孝通的弟子袁方"是拟聘
的系主任"还没有到校$副系主
任# 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受命
筹划一切!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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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一层
挤出两个房间" 给他们做了办
公室!彼时"遗留,工事-依旧装
点校园"遗痕未消"潘乃穆从房
中扫出了与窗齐平的灰土 "才
得进入!

,&

多岁的人了"她登
上三轮板车"借来几张旧桌#几
把旧椅!桌椅放稳"询问报名的
学生已经上门!这是社会学!那
么经济学呢* 经济学界这个时
候正陷于,市场欤*计划乎* -的
争论之中" 谁有心思来打理这
个边缘上的,现代化-* 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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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路数$

呈现出史和由史入论两条并

行#并进的路子% 罗荣渠是另

一条路数的开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