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 近代中国研究 >> 要闻综览 >> 最新消息 >> 文章正文

[组图]智者不老春常在
      荐  ★★

★
【字体：小 大】

智者不老春常在

近代史所庆贺荣誉学部委员王庆成80华诞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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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美国归来的我院荣誉学部委员王庆成研究员鹤发红颜、神采奕奕，所里同志一见到他，纷纷握手祝贺，问长问短、亲密无间。 

     活动由近代史所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和经济史研究室联合主办，会议室的背版上赫然写着“庆贺王庆成先生80寿辰学术座谈会”。主办者
向王庆成先生敬献了生日花篮，它代表了近代史所学者们对这位前所长和著名学者的敬仰之情。 

     王庆成1928年出生在浙江嵊县；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在中宣部、《新建设》杂志工作。1977年底调入近代史所，曾任资料
编辑室、政治史室副主任，经济史室主任，分党组成员、所长。曾任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学术专长为太平天
国史、晚清史和华北乡村研究。著有《石达开》、《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稀见清史史料并考释》等；与罗
尔纲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10册；主编《太平天国学刊》1~5辑、《太平天国史译丛》1~3辑等。 

     老中青几代学者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高度评价了王庆成在治所、治学、促进学科建设、扶植后学晚辈等多方面的贡献。有学者总结王庆
成的治学特点是把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结合在一起研究；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研究；把社会史、经济史溶为一炉结合起来研究。他注意运
用经济学、统计学的方法，努力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努力吸收相关学科的有益经验，因而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等方面都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他注意与国际学者对话沟通，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因而他的研究在深度、广度上都显示出较深的功力。 

     有学者高度评价了王庆成在学术领域不断学习、不断耕耘、不断创新的开拓精神。王庆成做编辑时，先从业余研究太平天国入手，到近代
史所后，出访英、美、日、德、法、新等国家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广泛收集资料，经4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太平天国史研究和太平天国文
献研究整理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并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展到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军事史、社会史、中外关
系史等。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拓者罗尔纲在王庆成独著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的序言中说，该书“对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提
出了新的见解”，“开阔了太平天国研究的领域”。1984年春天，王庆成途经英国，虽然只有7天时间，但他在有限的时间里专心查找资料，当
他在英国图书馆东方部查到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太平天国《天父圣旨》第三卷、《天兄圣旨》第一、第二卷时，激动得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这
就好比勘探者找到了矿脉一样的激动和喜悦。“天父”指“上帝”，“天兄”指“耶稣”，“圣旨”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编出来，假借“上
帝”之言，动员号令民众起来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纲领。王庆成先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
后又出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文献》，刊布了海外新文献和文献史事研究。新文献对研究者们利用新史料，做出改变传统认识的新研究成果，既
提供了方便，也给予了指导，王庆成对于推动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开展功不可没。 

     学者们认为，王庆成是个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学者。在他74岁高龄时，他的研究方向逐步转向了社会史研究，而且每年都有重要研究论



文发表。这些研究包括《晚清华北村落》、《晚清华北村镇人口》、《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等。 

     在会上，王庆成的学生、学生的学生纷纷发言，回忆王先生在他们成长道路上所给予的指导、帮助，甚至是批评教育。有的说，看到王先
生天天去图书馆抄写资料，中午只带个面包充饥，心里很受感动。有的说，王先生在美国时，每周都写封电子信，指导、交流，王先生的为人、
治学精神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王庆成在发言中说，今年是他到近代史所工作的第30个年头，虽然自己不是近代史的科班出身，学术功底不如那些前辈学术大师，但自己
还算努力，自己能在近代史所得到大家的帮助并取得一点成绩，这是一种缘分，因而要感谢近代史所为他举办这次活动，也感谢多年来帮助他的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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