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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答《文汇读书周报》许嘉俊先生   
 

张政烺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他说戴逸先生“没有学问”，就是很重的批评。我过去说
戴逸先生治清史，不能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的主编。从戴先生的答辩看来，我过去对他的学问
估计还是偏高了。应当感佩张先生的见识，自愧弗如。张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是亲密的，但应
当申明，我决不是很争气的学生，我治辽宋金史，张先生的绝活我一项都不行。 

如果戴先生能虚怀若谷，事前找一位宋史专业博士生，为他搜集相关史料，并作讲解，他
的答辩水平肯定会高一些。可惜言之已晚。 

不久前，北京大学为美籍华人学者张春树先生举行宴会，我有幸参加。我对众人说。看来
《中国通史》彩图版肯定会写在当代史学史上，成为可耻的一页。如今既有戴先生的答辩，益
信此言不谬。不论有多少文字为之叫好称绝，有多少文字对我围攻，也是枉然。如谓不然，可
视今后一个较长时间的事态。 

一个学者，应当努力学问，不需要，也不应当成为新闻人物。前一阵，我谬充新闻人物，
深感不安。我工作很忙，包括还有张先生重托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今后将谢绝媒体
的相关采访。至于对戴先生的具体答覆，将在数月半载之后，视情况而定，或许也不需要另写
文字了。 

王曾瑜 
2005年7月11日 

后记： 
《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7月8日，以头版头条的醒目标题，刊载戴逸先生对我的反批评。以上
文字系许嘉俊先生来电话，主动要求我答覆而写。他向我保证如实照登，一字不改。为郑重起
见，我特别用手写后传真到报社。人无信不立，何况报社，何以出尔反尔，不予刊登，这是否
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道德，影响新闻的公平、公正性，自当由天下公论评判。当然，该报刊
登了不少好文章，也曾对某些学术腐败进行过批判，主持了公道。 
我通过肖黎先生向对方查询，许嘉俊先生于7月18日来电话，向我解释说，他早就在电话中说
过：“要么不发，要么一字不改。”我回答“毫无印象”。我清楚记得，“一字不动”是我提
出的，得到对方同意。两人之间的通话，自然无以质证。但是，如果对方真是早已发话，不刊
登就是他们的权力，我又何须麻烦肖黎先生去查询对方为何失信，为此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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