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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友声集--来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从教65周年纪念集(精)》编著者者孙勤。

《友声集--来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从教65周年纪念集(精)》内容提要：来新夏教授是知名学者，在史
学、文献学、方志学等领域均有卓越贡献。
本书选辑评述来新夏教授著述和学术的文章以及师友交往的记述文字，编为上下两卷。
上卷论学术，下卷论为人，记师友交往。
约得八十余篇，以为来新夏教授九十华诞之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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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为人之学著新编
《书目答问》研究及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之作
年谱研究的经典之作
勤奋深思博学
知名学者来新夏与他的著述专藏阅览馆
披沙拣金独具新见
来新夏先生与图书馆学教育
通古今之学还历史于民
笔耕不辍真情用世
一部汇录诸家补正成果的目录学力作
遗留与积存
邃谷楼的风景
来新夏《邃谷师友》读后
萧山方志谱新篇
来新夏师与北洋军阀史研究
说《只眼看人》
文史之对接与契合
寂寞学者的情怀
从《书目答问》到《书目答问汇补》
一部举要书目的世纪阅读
来新夏的“衰年变法”
专科目录提要传世鸿编钜制
邃谷先生
写在书页的边上
来新夏图书文献学思想综说
博学达观话来老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也谈图书馆人的再塑造
来新夏先生的治学之道
一苇争流纵随笔
书读千遍熟器利事乃善
十年辛劳完璧生辉
有师友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与来新夏教授一起在《津图学刊》的日子
读来新夏《交融集》
只眼看人见真情
来新夏先生的学术随笔
卷下
我认识的来先生
宽博的胸怀诚挚的情谊
今来新夏松髯长
与来老交往有感
邃谷楼主乐常新
邃谷幽思学者风范
学问的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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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掖后学隆恩永铭
贺来新夏教授90寿诞暨从教65年纪念
童心来复梦中身
引领航向提携后进
与来新夏先生的三二事
来新夏教授
耄耋青春在
瞧!那“80后”
羡鱼莫如结网
神游邃谷
书之缘
感念师恩
学问大家蔼蔼长者
智者乐仁者寿
来新夏先生访谈录
印象来公
心中敬仰的来先生
“追星”记
和风暗换年华
我的导师来新夏先生
与来老交往的二三事
我的老师来新夏
宏大深邃粹然儒者
纵横三学——来新夏
邃谷谈往学不厌枫林唱晚且填词
来新老与天一阁
来日方长：
我们的“老头儿”
来新夏先生的恩泽
“我以自己是新中国第一批档案工作者为荣”
问学邃谷十七年
著述专藏馆内管窥来新夏先生
难得人生老更忙
印象“来老”
片羽情深
敬写来新夏先生
因谱结缘仰止高山
陪来老漫游历下
附录
来新夏著述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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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觉得来先生的这一“衰年变法”变得好。
随笔是一种短小精悍的文体，较之学术文章读者面广，影响大。
其实，以往的一些学术大家都写过精彩的随笔，当今学术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在写随笔，不过如来先
生那样高龄还文思如涌、笔耕不辍的学术大家实在不多。
从90年代开始，他已经先后出版了《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学不
厌集》、《出枥集》、《一苇争流》、《谈史说戏》、《来新夏书话》、《且去填词》、《80后》以
及不久前出版的《交融集》等十几种随笔选集。
　　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专家、地方志专家。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认识他，他乐观豁达，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我一直视之为良师益友
。
他是浙江萧山人，“离乡不离腔”，既说标准的普通话，也说一口地道的萧山话。
那时，他曾赠我《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融人民众“。
有朋友说他是”不务正业“。
看来，这似乎有些误解。
专家学者写随笔林则徐年谱》和《北洋军阀史》。
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三部著述经过不断充实、修订，在学界影响越来越大。
　　按照来先生的说法，他的这些著述是在”象牙之塔“里写的，”只能给狭小圈子里人阅读，充其
量千把百人“，所以，他要”变法“，用随笔的形式反馈给人民大众。
学术研究确实是少数人的事。
但是，学术是学者的生命，是学者最崇高的事业。
学术研究的成果读者少，就说是”千把百人“吧，但它的学术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晚年的来先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并向民众谈论
自己与民众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向大众普及知识，这是一种责任。
现在不是有许多歪曲历史的“戏说”电视连续剧吗？
来先生是有忧患意识的，他感慨地说：“如果我们拱手相让，正好给一些投机热炒者提供了空间。
”他赞成专家学者讲历史，也赞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多种传媒普及历史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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