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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彩图版中国通史》批评的杂想 

1.近一个月来，王曾瑜先生《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一文一出，经媒体
炒作，立刻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双方吵得不亦乐乎，乃至脸红脖子粗。陈新先生
的《正确开展学术批评》一文不偏不倚，余以为双方需要冷静一下头脑，读一读此
文，否则易犯逻辑错误。比如下面一个回合：刘建平先生撰文说，由戴逸先生提供
的文章列表收集了他在文革前后直至2004年的全部学术文章，磊落坦然，并无任何
隐讳或删除。王方一位发表了多篇文章及回复的辩护人瞿建湘先生反驳说“戴先生
的回忆《初进北大》等、别人的《访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等访谈、《汲古润
今的大工程》（ 600字）等百字文也算学术？” 
 
瞿先生逻辑有问题。文章列表收集了全部学术文章只是说收集文章包括全部学术文
章，并不是说文章列表里的文章都是学术文章。你能说那两篇文章就不是文章不能
列入文章列表？瞿先生立场鲜明，可是不要忘了实事求是的为人根本。也许言重
了，辩论时保持头脑清醒还是很重要的。 
 
2.王曾瑜先生的文章语气强烈，并不像一般的学术争论，一般的学术争论就事说事，
把问题讨论清楚就可以了。本来是讨论一本书的正谬，结果却出现了“空头主编”
“南郭先生”甚至“穿开裆裤”等字眼，牵涉到《大清史》，这种“学术讨论”实
给人一地鸡毛之感。我想学界中人恐怕喜欢如此“疑义相与析”的人少而又少，喜
欢的人恐怕还是那些爱看热闹的人和爱给人看热闹的媒体。王先生是学问大家、宋
史研究会的会长，自然也是个斯文人，不知是否以为斯文扫地？参与讨论的王曾瑜
先生、吴大兵先生等都治史多年，对史料的把握仁者见仁，也令读者受益匪浅，还
是希望多看到学术上的探讨，少看到谁说谁是空头主编之类的字眼，少看到修大清
史花多少钱的话题。假如为此争吵，请不要以学术的名义。 
 
3.时下的年轻人，历史知识匮乏，只凭一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就动辄叫喊
“东京大屠杀”，他们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的“王道”“霸道”的含意吗？对他们进
行历史知识的普及是十分必要的，由此而言《彩图版中国通史》功莫大焉，也许王
先生关注的是大学问，对此不屑一顾。我以为以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搞历史的学者
应该有这点责任感，应该向参与此书编写的先生们致敬。 
 
4。至于《彩图版中国通史》动用堂堂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中国史学会是不是主编开
的店铺？据了解这正是中国史学会的集体行为，并不是哪个主编绑架了中国史学
会。我想中国史学会是有权编写书籍的，不知哪条规定写着中国史学会不能编写
《彩图版中国通史》？不过由此可以看出王曾瑜先生的矛头所向，实在有些为《彩
图版中国通史》抱屈，撞到了枪口，成为了一支射向“某主编”的利剑，一根挥向
“某主编”的大棒。我再不把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当成学术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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