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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大师罗尔纲先生的晚年学术活动中，重要的一项是和王庆成先生共同主编《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鉴于学术界还很少有人谈起这件
事情，而我又自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所以，不揣冒昧，把罗先生晚年的这项活动作一简要的记述，也许对人们进一步认识罗先生的治学精神
有所补益。 

     1952年7月，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王重民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该书分为
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合计共约220余万字，分订8册。这部丛刊是首次大规模汇编太平天国资料，出版后，使研究
太平天国的人们得到了基本的资料，意义重大。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鉴于《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出版已30多年，这期间不断有
新资料刊布，但学者购买、收集、保存都不易，于是决定编辑《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委托罗尔纲、王庆成先生共同主编。为此，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成立了编辑组，我是这个编辑组的成员。整个编辑工作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到1988年2月基本结束，历时五年多。 

     罗先生对太平天国资料续编的工作十分重视，认为这对整个太平天国研究有利，亲自拟定了一些重要的编辑原则，以及若干主要部分的细
目，多次在编辑小组会议上提出指导意见。按照罗、王二位先生的意见，太平天国资料续编采用丛书编纂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太平天国
文献，第二部分为清方记载，第三部分为外人记载。我参加的是“清方记载”部分的编辑工作。因为有一段时间，王先生出国搜访太平天国文
献，我便在罗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罗先生亲自拟定了“清方记载”的编选原则，决定对一些有价值的综合性著作，比如姚宪之的《粤匪南北
滋扰纪略》，以及一些专著和诗文集，进行编选。体例既立，编选“清方记载”的原则也已订定，我便开始工作。 

     太平天国资料续编“清方记载”部分所收资料，分为专著、记事、文书、自述、日记、诗歌六类，约120种，所有的篇目都由罗先生选定。
我所做的工作，有的是对已刊的资料进行审阅，也有的是审阅分段，还有的是整理点校。这些工作做完后，交编辑组另外一个同志复核，最后再
交给罗先生。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清方记载”部分共编选资料320多万字。后来，考虑到印刷条件，罗先生又将这部分已编的资料删去了120多
万字，保留200万字。 

     选定篇目的工作难度是相当大的。我想，只有罗尔纲先生这样的太平天国史大家，对太平天国史资料非常熟的人，才可胜任。举例说，郑
兴祖著的《一斑录》，专记清乾隆五十年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785—1849年）64年间常熟县水旱天灾、佃农抗租以及米、麦、棉花、金、银、洋
钱价格等等。其中记载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常熟农民抗租与官府的斗争，记载清道光二十九年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尤为详细。这些对研究
太平天国革命的经济、政治背景，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为什么常熟地区的斗争特别激烈，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资料。可是，这部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背
景的资料，以往却很少为人所知，罗先生则把它选进了“清方记载”中。 

     撰写说明更是费时费力。“清方记载”中的120篇资料，每篇前面都写一《说明》，除记明资料来源外，还对著者生平、内容提要、史料价
值、以及读者需注意的地方等等，都作了一些介绍。《说明》的文字长的有几百字，短的也有几十字。以《粤匪犯湖南纪略》为例，罗先生的
《说明》是这样写的： 

     《粤匪犯湖南纪略》，佚名著，据南京图书馆藏抄本辑。 

     此书抄本一卷，并合订有关太平天国资料多种为一册，标题为《粤匪犯湖南纪略等史料》，未著撰人姓名。兹将其它资料删去，只将《粤
匪犯湖南纪略》一种辑录入本编内。 

     此书专记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从广西北出攻湖南道州起，至克岳州止。在其中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畏葸无能及
清军对人民的奸淫掳掠，还反映出太平天国军队的纪律严明。 

     罗先生治学一向严谨，一丝不苟，这篇说明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我想，在当前社科院提倡出精品、出人才、出大师的时候，我们是
多么需要这种精神啊。 

     罗先生不仅亲定篇目和撰写说明，而且还对我们的编辑工作给以具体指导。 

     1987年，《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的编辑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罗先生对我的指导也更加具体。这一年的2月11日，我去罗先生府上送资
料。这只是“清方记载”的部分资料。10天以后，即2月21日，罗先生布置要收入诗30首，有关的具体要求由罗先生的女儿罗文起同志带给了
我。我想，罗先生布置要收入诗30首，一定是看了我上次送的资料以后考虑到的。仅10天时间，罗先生就看了这么多资料，这对于一个近90岁的
老人来说，多么不易。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5月4日，我又收到罗先生的一封信，内容是关于资料续编目录及工作安排问题。为了更好地落实
罗先生的指示，5月6日，我到罗先生家中，进一步了解了罗先生的意图。这以后，我的工作也抓得更紧了。 

     7月25日，我把初步整理好的“清方记载”专著部分的资料送到了罗先生府上。罗先生精神很好，和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罗先生谈到
了续编工作的意义，谈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再三强调这可以给许多人提供方便。罗先生还说：这项工作全赖你了。没有你，这一工作就完不
成了。我当时感到很不安，忙说：靠罗先生您，靠王先生。11月初，我给罗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关于整理信件格式的初步设想。11月21日，
我接到罗文起电话，说罗先生同意我关于整理信件格式的意见。12月12日，我给罗先生送去了“清方记载”的记事部分。在这一次谈话中，罗先
生谈到了续编的标点问题，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他还举了《清史稿》的例子，说明标点问题的重要性。 

     1988年2月10日，经过罗尔纲先生和王庆成先生审定的《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的前言和总目录由近代史所打印出来。在前言中，主要对
续编各部分的编辑情况作了说明。总目录中，第一部分太平天国文献约90万字；第二部分清方记载约200万字；第三部分外人记载约110万字。全
书总计约400万字。这样，历时五年多的《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的工作基本结束。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凝结了罗先生的许多心血。他老人家不仅对“清方记载”部分亲定篇目和撰写说明，给予具体指导，而且对其
它部分也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详细情况，因为我没有参加，知道的不多。不过我想，即使从“清方记载”部分的编辑情况看，罗先生所付出的
劳动量之大，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而这些正是体现了一位学术大师献身学术的可贵精神。 

     现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的稿件还整齐地码放在我办公室的书架上。尽管还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能够出版，不过，每当看到这些
稿件，就会想起罗尔纲先生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我想，这些书稿总会有一天要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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