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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度出版的史学论著中，南开大学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南开史学家论丛》丛书最为

引人注目。已出版的是该丛书的第一辑，共八卷，收人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老一辈史学家的论

著，计郑天挺卷（《及时学人谈丛》）、雷海宗卷（《伯伦史学集》）、王玉哲卷（《古史集

林》）、杨志玖卷（《陋室文存》）、杨生茂卷（《探径集》）、杨翼骧卷（《学忍堂文集》。

来新夏卷（《三学集》）、魏宏运卷（《锲斋文录》）。这些为学界所熟知的先生，在各自的领

域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甚至是开创性的；这不能不说是南开大学的史学研究受到学界瞩目的

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八部论著中，就中国古代史专业而言，王王哲、杨翼骧两先生是第一次单

独将其论著结集出版；雷海宗先生的论著，近十多年来虽有重印，如岳麓书社、商务印书馆先后

重印其《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但像目前这样包括雷先生关于中外历史研究的著作的结集，尚

属首次；郑天挺卷所收的主要是《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和《清史探微》（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9年）两书所收以外的论著，其中郑先生对史料学及相关历史文献的讲述应引起学

者，特别是初学者的重视。 这部丛书中，每部书都有作者或整理者撰写的前言（或序）或后记

（或跋），对本书的编集情况作了必要的说明和交待，有的还附了作者的学术年谱、传记或论著

目录。收人 的每篇论著都注明了出处，对收人时所作的修订也作了说明（如王玉哲卷）；在近

来许多类似出版物没有这样做的情况下，本丛书的这一作法非常值得肯定。另外，目前各种出版

基金或出版社过分重视所谓专著而忽视甚至限制研究者个人论著结集的出版，而该丛书的主持者

和赞助者却能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眼光和魄力，非常令人钦羡。在我们看来，将一个专题扩充

成一部书，很可能有助于对该专题研究的深人，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作为人文学科的历

史学研究而言，一个学者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对某一个专题研究的深度，而且还在于他同样作了

研究的广度；不仅在于他对各个“点”的研究的精深和这样的“点”的广泛，而且还在于他对一

个时代或一个专题、甚至对整个中国史或人类历史的融会贯通的理解。20世纪初，中国史学在西

学的影响下，逐渐摆脱旧日以“编纂史学”为主流的史学传统，向系统的、专题式的或问题式的

史学研究转变。其间，大多数卓有造诣的学者都主要是以论文或论文集的形式刊布其研究成果

的；而事实上真正能代表他们的学术贡献的，也正是这些论文或论文集。或许这种形式最适于体

现作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它既可详他人之所略、言他人所未言，又可避免教科书式的叙述

所必需的起承转合和过多的常识交待，而有可能淹没作者的研究心得；同时又不必时时处处小题

大做，斤斤于细节、小题以致不得要领。今天的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仍然采用的是这种形

式，我们在不远的将来恐怕仍需回复到这种形式。 从张国刚所撰写的关于该丛书的《缘起》来

看，本丛书还会继续编辑出版。因此，附带谈一下本丛书的编选问题，仅供参考。从史学研究的

发展来看，判断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优劣标准，主要是它的深度。即使是大师级的学者，也并

不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保留的价值，因此，在编订结集时，有所选择、有所去取是应该的、必

要的，是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的。一些通俗性或在学术史上价值不大的东西，应尽量予以剔除

（可以用书后附作者论著目录的方式来全面反映作者的治学轨迹）。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反

映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其次，一位学者的著作，可能曾先后几次结集，原则上最好不要

进行重复编选，以减轻读者的负担。大做，斤斤于细节、小题以致不得要领。今天的日本学者在

中国史研究领域仍然采用的是这种形式，我们在不远的将来恐怕仍需回复到这种形式。 从张国

刚所撰写的关于该丛书的《缘起》来看，本丛书还会继续编辑出版。因此，附带谈一下本丛书的

编选问题，仅供参考。 从史学研究的发展来看，判断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优劣标准，主要是

它的深度。即使是大师级的学者，也并不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保留的价值，因此，在编订结集

时，有所选择、有所去取是应该的、必要的，是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的。一些通俗性或在学术史

上价值不大的东西，应尽量予以剔除（可以用书后附作者论著目录的方式来全面反映作者的治学

轨迹）。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其次，一位学者的著作，可

能曾先后几次结集，原则上最好不要进行重复编选，以减轻读者的负担。比如，《论丛》收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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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夏先生的《三学集》；从书后所附《自订简谱》中，我们知道来先生《遂谷文录》即将出版。

如果《三学集》中所选都是能代表来先生学术水平的论著，那么这些论著也一定会出现在《邃谷

文录》中；而从来先生的治学来看，能代表他学术贡献的绝不仅仅止于《三学集》中的这几篇。

再如杨志玖先生的《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是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自己

的代表作之一，而本次《论丛》收人的《陋室文存》又从《元史三论》中选出了若干篇。如果能

将杨志玖卷分成两册，一册重印《元史三论》，一册收录此外的元史和唐史论著，或许更好。类

似的情况还有雷海宗卷。当然，既要反映南开大学一个单位的研究水平和贡献，又要反映作者个

人的水平和贡献，同时可能还要考虑出版的费用，从操作上看，也许确有难处；此处所言，未必

可行。 作者提供，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5期 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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