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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忆章开沅：师门四年记

2021/05/28  信息来源： 澎湃新闻

文字：王奇生 | 编辑：山石  |

编者按：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逝世，享年95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曾撰文回忆在

章先生门下亲炙师教的时光，原稿刊发于《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该文今日由作者重新修订，并授权澎湃新

闻刊发。

1993年，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其时开沅师还在海外讲学。翌年春，开

沅师回国。记得第一次见开沅师的情景。此前从师兄们那里听到一些开沅师如何严厉的“故事”，见面前难免有几

分惴惴。那天特意提前到所里，等见到开沅师，罗福惠老师刚介绍我，开沅师即含笑点头说：“啊，你的《中国留

学生的历史轨迹》写得还不错，离开台湾前，我将它转赠给了‘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两句话一下解除了我初

见名师的紧张感。事后我和何建明师弟说：“老师和蔼可亲，没有传闻的那么可畏啊！”

之后数年和先生在同一层楼办公，几乎朝夕相处。先生一直是煦煦春阳，从未疾言厉色。亦因为此，我和建明

在先生面前说话、聊天也非常放松，有时甚至有些放肆。以至于朱英师兄对我俩说：“以前的学生和章老师说话都

紧张，你俩和章老师说话真随便。”后来又听师母说，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性情确实变得温和多了。

据我的观察，章门弟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成才率明显高于后期。这和先生对弟子态度的由严转

温，不知有没有一定关系。也许只是巧合吧，因为整个学界都有“60后”不如“50后”的趋势。

1994年9月，我和建明都跟随开沅师读在职博士。开沅师没有正式给我们开过课，而我们在与先生的日常接触中

几乎随时随地都有受教的机会。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办公条件不错，每人有一间办公室。在研究所四年间，大部分

时间能在办公楼见到先生。除了正式向先生请教问题，更多的机会是和先生闲叙。而闲叙中的受益更远胜于课堂。

也因为是闲叙，即使不成熟的想法，也敢于向先生提出，请先生指点。先生或赞或否，有时一两句话就能让学生有

开窍之感。

对于博士论文选题，我没有考虑继续做留学史，而想另辟新径。当时大体聚焦于两个题目：一是教会大学的校

园文化；一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政权。先生当时刚创建“中国教会大会史研究中心”，我也是中心成员之一。第

一个题目即是因应中心而拟。先生对这两个选题均表示认可。而我权衡再三，最终选定基层政权研究。当时国内的

民国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央层面，对基层政权几乎无人问津。对民国档案的利用，大

家也都指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尚少有人利用地方民国档案。而我有意利用省县档案馆所藏档案来做研究，得到

先生的赞许与鼓励。

开沅师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向来给以宽松自由的思考空间，鼓励学生自由选题，“走自己的路”，绝不强勒学

生跟随自己的兴趣去做。亦因为此，章门弟子的选题是多元的、开放的，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独立的领地，甚少交

集。开沅师本人的研究更是多点开花，而且点与点之间还跨度很大。每一领域几乎都是开拓性的。辛亥革命研究、

张謇研究、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贝德士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等，莫不如此。学界的常态是，一旦在某一领域有

所成就，就固守那一领域，矢志不渝。这样做的好处是驾轻就熟，可以精耕细作；只是难免有学术“内卷化”的风

险——有增量，而无增长。而开辟一个新园地，需要数年的积累才能有产出。但每一园地的开辟，均具有很高的学

术创新度，并可引领年青学者。开沅师对自己的学术多元取向，自解为“喜新厌旧”：“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

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不过开沅师也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

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八十岁学

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

这些年来，内心非常敬佩老师这种“喜新厌旧”的精神，亦试图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更深感开拓新领域之艰

辛。开沅师曾告诫：每人必须有一块属于自己专精的领地才能在学界立足，但视野一定要贯通，中国近现代史不过

一百多年，眼界不可太过局促。后来先生又提出应该“走出中国近代史”，“走出中国史”，认为史学的真正危机

在于我们把题目越做越小。先生还告诫，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

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开沅师一贯主张“参与史学”，

认为史家必须有适度的现实关怀，史学不仅仅是回顾过去，还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

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史学应该在对过去的研究和现实的需要之间适当地寻求一种契合点，但强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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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首届中国抚州文创生态大会暨第十八届中
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举行

同心共筑 医者担当——北京大学举办庆祝第四
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暨首部观察型行医纪录
片《心外纪事》交流会

法学院赴浙江省开展“赓续红色基因 把握时代
脉搏”主题思政实践课程

2021年全国核能材料暑期学校举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111”人才学科规划
——中青年学术骨干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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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不是御用史学，不是应用史学，不是影射史学，不是离开历史研究的参与。开沅师的这些史学理念，我不仅

铭记于心，亦内化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只是先生的境界难以企及。

日本学者认为开沅师是中国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

生的研究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先生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没有

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而是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观察，如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宣

传；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描述辛亥以来知识精英“只争朝夕”的急切与急迫情绪等，均别出新意与深义。先生认为群

体是个人与阶级之间的中介，值得重点研究，故章门弟子中有多位致力于社会群体之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定位

于《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亦基于此。之后我的研究，无论是民国政治史、国民党组织史，乃至近年来的中共

党史研究，均适度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致力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关注社会运动、社会动员、社

会心态等，有别于传统政治史侧重“人物”、“事件”、“过程”之路径。大体而言，社会科学比较注重规律、结

构、一般性、普遍意义等“不变”的一面。而历史研究则重视“变”，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强调因时、因地、因

人而异。社会科学重视“求解”、“求是”；历史研究则重视“求真”、“求实”。在社会科学的学者眼中，历史

学者只会“就事论事”，不能上升到宏观的理论高度讨论问题；而历史学者则瞧不起社会科学的学者空谈理论，食

洋不化。其实不同学科各有优长，是可以互补而不必互斥的。只要有助于理解和解读历史，任何学科的方法均可借

鉴。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方面，我是深受开沅师影响的。只是先生的功力实在难及。去年重读先生发表于1991

年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一文，其感受仍十分震撼。

记得开沅师说过：“我不过是一只老母鸡，东扒扒，西啄啄，扒出一点东西就让小鸡们来吃。”这句话很能形

象地表述开沅师对弟子们的细心呵护与关照。先生不仅开辟一些新领域引导学生们去做，更为学生创造和争取各种

学术资源与机会。去年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长陈三井先生出版学术回忆录《轻舟已过万重山：书写两岸史学

交流》，内中提到，1995年，章开沅先生专门给他（时任所长）写信，介绍王奇生申请台湾地区的中华发展基金，

希望三井所长协助。我记忆中，当时只和开沅师闲聊中提及申请中华基金一事，没想到先生私下为我写信求助。而

先生从没有告诉过我写信一事。若不是20年后看到三井教授的回忆，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1997年，我北上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读博士后。1999年出站时，近代史所希望我能留所工作。当时我为此事

深感为难。因为要让华中师大“放人”是一件难事，更感纠结的是，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将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调来工作，第二年就让我在职读博士，不仅受恩于老师，也受恩于历史研究所，未曾为历史研究所效力即要求调

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将自己的心事向先生坦陈，没想到先生的回答是：“能进近代史所工作，十分难得；

我的学生不一定都要留在身边；对历史研究所而言也是如此；哪里更有发展前途，就鼓励去哪里。当然，不要告诉

别人是我鼓励你离开的，否则我不好向校方交待。”我一直保守这一“秘密”，现在说出来，想必已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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