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是人间留不住》
郦 波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郦波与读者在最美的诗

词中再次相逢 ，品味人生的

况味，感受世间的温情。

《拈花微笑———中国

千年佛雕艺术》
季崇建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国内知名佛像鉴定专家

完整讲述佛像传入、 佛像雕

刻的汉化与繁盛、 世俗与鼎

盛的千年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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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君臣：宋高宗及

其时代》
虞云国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内容涉及靖康之变

北宋王朝刹那覆灭到建炎

南渡高宗政权初步立足的历

史过程等 。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

清人物》
蔡登山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面对海内外大量的晚

清、民国时期资料，作者重新

审视这些历史细节如何影响

了历史长河的原始走向。

《中国传统医学比较

研究》
董竞成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哲学基础、 历史

地位、组成结构、理论经验等

多个角度对传统医学进行跨

学科思考和切入。

强化两百年家国记忆
丰富近现代生活图像

■本报记者 蒋楚婷

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指出：

“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

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 ”他所谓

新的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

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

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

种较明白之步骤。 此等历史知识，

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 固不

能脱离以往之史料， 惟当在旧存

之史料中耐心检觅”。 钱穆先生是

在 1937 年说这番话的，那时他有

创立中国新史学的宏愿， 可见出

整理近代史料之迫切。 而对今天

的我们来说，其更具有建设当下、

发展未来之重要价值。 这也是《中

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的编辑

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心与宏愿。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彭国忠、 北京大学教授张剑和南

京大学教授徐雁平轮流主编，于

2014年出版第一辑， 迄今已出版

至第六辑，共计 73种 99册。 丛刊

旨在通过累积性工作，连续出版，

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

料价值的文献，以日记、书信为主，

兼及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

话、序跋汇编等，为学界提供阅读

和研究的便利，多层面、多角度地

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

会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 出

版后社会反响巨大， 多次获得全

国和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

近期出版的 《中国近现代稀

见史料丛刊》第六辑，包括《江标

日记 》《高心夔日记 》《何宗逊日

记》《黄尊三日记》《周腾虎日记》

《沈锡庆日记》《潘钟瑞日记》《吴

云函札辑释》《新见近现代名贤尺

牍五种》《稀见淮安史料四种》《杨

懋建集 》《叶恭绰全集 》《孙凤云

集》《贺又新张度诗文集》《王东培

笔记二种》15种。日前，“近代士人

的家国记忆与生活图景”———《中

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六辑

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

行，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查屏球、

傅杰、陈引驰、周兴陆，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胡晓明、刘永翔、严佐之、

杨焄，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上海

师范大学教授曹旭， 上海外国语

大学教授陈福康， 苏州大学教授

罗时进，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廷

银， 翁同龢纪念馆馆长王忠良等

出席并发言。 他们充分肯定了《中

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的学术

价值， 并高度评价了其对于传统

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为中

华文明血脉流传所作出的贡献。

丰富着 ，也校正

着我们对近代史的

认识

“这套书的出现，完全可以重

写近代文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胡晓明在会上发出这样的感

慨。他说我们的近代文学史深深地

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的影

响，仅仅把虚构类的，比如诗歌、

小说、戏剧看成是文学，却有这么

多东西没有被文学史家所关注到。

所以他认为，应该重新定义什么是

文学， 特别是回到中国的话语上，

重新定义什么是中国的近代文学。

胡晓明说， 中国的近代文学

不是西方的小说可以定义的，中

国文学的概念当中，就是文采，就

是文章， 只要这个作者他有丰富

的文体，有文采，有文章，那他就

应该纳入我们近代文学史家所关

注的研究对象。 他希望这样一套

书出版以后， 有人能够真正地来

重写中国的近代文学史。

胡晓明还将这套丛刊的整理

出版工作称之为不今不古之学，因

为历史是很势利的，成王败寇，一

些重大的史料很容易就被忽略掉，

需要不带功利心地去打捞发掘。近

代史的 100 年就是一部痛史 ，是

中华民族最为惨痛的一段历史，

无论是他的灵魂， 还是他的身体，

各个方面都遭遇了所谓 3000年未

有之大变局， 这样一段惨痛的历

史，其实是有好多故事可以讲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曹旭将中

国近代的这 100 年比喻为一个蒙

面人：“脸是蒙着的， 没有被我们

看清就急急忙忙地离我们而去

了。 5000 年的中华文明史，就这

个 100 年发展变化得最快。”所以

他认为， 做这 100 年的文献整理

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那么快

的变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精彩，也

带来了一系列的无奈。 孙中山说

过，这 100 年是世界开化、人智益

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的时

代。 这个 100 年可以抵人家 1000

年，里面的事情多，很多资料不仅

有中国本身难解的东西， 还有好

多国外的，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

世界也开始吸纳中国， 进入他们

的角度和视野。 如此复杂又如此

纠结，这是一个山高水深的地方，

要寻觅打捞出这些珍稀史料，难

度可想而知。

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认为 ，

丛刊从收集、整理、出版到研究，

是一条正当、健康的学术之路。第

六辑集中研究近代士人的家国记

忆和他们的生活图景， 题目非常

好，非常有意义，凸显了这套丛刊

根本价值之所在。

他指出，近代士人，从读书士

子到学而优则仕的官人，从一般小

官到朝廷大员，用不同方式，从不

同方面、不同层次记载了他们的生

活经历。 这套丛刊，使我国的近代

史变得具体、生动，有血有肉起来，

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内

外交困、矛盾重重的时代，丰富着，

也校正着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

他举了第六辑中 《叶恭绰全

集》 的例子：“文献资料显示了叶

恭绰一生的努力。从清末、北洋政

府到国民党中央政府， 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 他都在从事实际

工作，办铁道邮政，为国家的富强

而尽力。他的作品样式很多，有公

文、有私著，都是记叙一段历史的

有价值的史料。 ”

董乃斌说， 爱写日记和勤于

书写笔记诗文， 随时记录时事和

经历见闻， 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好

习惯好传统， 根子在于他们自觉

的“存史意识”。 丛刊的价值和成

绩，有力地证实了我国文化“重史”

和“文史一家”的传统是深厚而优

良的， 也证实了叙事传统与抒情

传统并列共荣的历史事实。 这是

一个伟大的传统， 应该重视这个

传统， 并且积极认真地传承弘扬

这个传统。 丛刊的发掘搜集、出版

和研究， 就是今人弘扬这个伟大

传统的切实努力。 这套丛刊的价

值必将在历史的演变和进展中越

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 历史的经

验教训值得注意， 历代仁人志士

的事迹值得注意， 近代史料可给

我们有价值的知识和精神营养，

给我们教训和激励。 这套丛刊的

编撰和出版，可谓适当其时，脚踏

实地而功在久远。 （下转第二版）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