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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给读者奉上的《三个世纪的陈翰笙》，它的初稿完成于1983年初。
翰老当时已几近失明，故他请人三次为他读过。
他认为写得不错，可以考虑出版的问题了。
    作为同翰老相交近半个世纪的忘年交，我深切地感到1983年的初稿远未能深刻地刻画出中国当代这
位革命的大学问家的光辉形象，便把继续改改的想法告诉了翰老。
善解人意的翰老理解我的好意，也支持我再多改改的愿望，同时建议我不要搞得太长了。
    就这样，我把原稿拿了回来一改再改，也一拖再拖。
此刻奉上的已是第七稿了，这期间我在英国度过了八年，回国后翰老已仙化，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到
，更不要说请他对第七稿再审定了，这不能不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
第七稿保留了当年翰老审定过的初稿的框架和许多内容，但由于时间的延伸，改动和补充的地方的确
不少。
凡是已发现的对史实叙述上的差异，也不断地做了核实。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在书中更多地把本传的主人公称为“翰老”，尽管早期这样称呼他并不确切。
    记不清是哪位名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人一辈子能在一个领域内真正有所建树，就很了
不起了。
”翰老在很多领域内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难怪他有那么许许多多的头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
济学家、教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等等。
更何况，翰老不仅是一位学问家，而且是一位革命家，他在地下工作领域内就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
作，也许它将永世都不被人知晓。
我了解翰老，要让他自己去说，他是绝对不会的，我也不便去勉强他。
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他一贯遵照李大钊同志的指示，始终以开明学者的身份出现，做了许多卓有成效
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更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而他在1996年由卡拉奇牛津出版社出版的用英文写的《南亚的生态和农业区域》，是他早年在印度调
研时花了许多时间搜集大量资料并于美国最后完成的，书一问世便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好评。
它是翰老此生就南亚问题写的一部经典著作。
那年书问世时，翰老已是99岁的老人呐。
人生苦短啊！
    翰老毕生著述等身，学生万千，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奉献给了人民，像他这样的民族精英，在中
国又能有几人，真乃国之宝也！
    薛暮桥在一篇题为《陈翰笙与中国农村调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说：“陈翰老的学术活动，是
与党的政治运动分不开的⋯⋯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不容易的，宣传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也是困难的⋯⋯毛主席也是很重视农村调查的，但调查范围仅限于中央苏
区，范围小，只在苏区发展。
陈翰老的调查从华北、华中、华南广泛收集材料，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表，用大量事实说明党的革
命路线的正确，当时起了很大政治影响。
”    在25年的地下工作中，他比较突出的贡献是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情报工
作。
他是最早从佐尔格那里得知，日本已决定南进向英美开战的中国人，也是最早把佐尔格获悉的国民党
军队将围剿中国红军的战略计划传送给中国红军的人。
相信随着机密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将来会有更多有关翰老当年地下工作的史实陆续公之于世。
    翰老的性格是外向的，他的许多情感每每形之于色，晚年更是如此。
在翰老103岁的时候，当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报告的作者把刚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题为《
中国村庄经济》的书送给他时，这位70年前开创了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大学者，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欣
慰之情，于是一面用那双布满黑斑的手抚摸着书的封面，一面竟情不自禁地哼起儿时喜欢唱的无锡小
调来，这就是陈翰老的本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个世纪的陈翰笙>>

他就是这样一位无比纯真而又无比可爱的人。
深知他的人都了解，翰老一辈子都无私地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智慧统统奉献给了人民的事业，毕生淡
泊于名利。
1972年9月10日他在《秋日书怀》一诗中有四句写得很好：“求知当宏硕，无心争显赫；处世贵明哲，
翼翼保晚节。
”看来，这首诗很能说明他的心境，也是他此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翰老生于19世纪，战斗在20世纪，离世于2l世纪，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知名学者和一生跨越三
个世纪的老人在为中国人民的事业作了大量贡献后，在他茶寿之年(108岁称作茶寿)走了、永远地走了
，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和数不清的有作为的学生而外，还有他那永放光芒、充满正气
的无私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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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心刻画出中国当代一位跨越三个世纪的伟人罕见的光辉形象。
陈翰笙（1897~2004），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他曾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工作，并为人民革命事业秘密奋斗25年；他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
协助政府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他曾协助宋庆龄重振工业合作运动，93岁高龄还创办了国际文化
书院并任院长；他27岁任北京大学教授，并誉为“娃娃教授”；他学贯中外古今，是中国当代寿命最
长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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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森，著名社会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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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个真正的人”    那是1975年1月19日的下午，我正在家中伏案写作，忽然一阵强有力的敲门
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年高德劭的忘年交来访。
他中等身材，高度近视，走起路来，不得不慢悠悠的，我赶忙请他快进来。
虽然我们常见面，但每次总有说不完的话，他就是这样一位很有吸引力的人物。
那年头，即使他这样身居高位的部长级干部，家中也没有电话，打电话要到公共电话站去，而且一般
只能传话。
好在我同他住得很近，所以彼此走动很少事先约定时间。
在，便聊；不在，权当作散一次步。
他的到来，我虽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却兴奋异常，因为同他的每次交谈都必然会给我带来许多新
的启发，能同他谈天说地，从来都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当我们正聊得热烈的时候，忽然他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往痰盂吐了一口唾沫，连声地说：“呸！
呸！
呸！
好一个臭妖婆江青！
”    那年头，环境是险恶的，“四人帮”还未被打倒，我劝他压低一下嗓门，可他并未听从我的意见
，依然骂个不停。
我理解他的性格，也只好由他骂个痛快。
就在不久前，正是这位可敬的忘年交在他所属的党小组会上公开批评江青。
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敢于这样做的人几乎没有，因为冒的政治风险实在是太大。
可他不怕，同恶势力对抗，成了他改变不了的天性。
为了说真话做真人，他不知为此付出过多少代价，可始终不改。
他不止一次地说，偌大的中国，总得有人说真话吧！
    深知他的人都了解，他既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战士。
我很喜欢爱泼斯坦对他的一番评说。
爱泼斯坦赞扬他“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出现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而且是个敢于将自己的先
进思想付诸行动的人”。
是的，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不仅用笔，也用剑在战斗。
他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令所有知情的人无不为之敬佩！
在他看来，没有比真理更珍贵的东西了。
真理、气节都是他素来奉为神圣的东西，并毕生加以坚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亲兼外长，召他从美国归来，要他担任副外长，可他谢绝了。
但总理始终都非常看重他，对他尊重有加。
他同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是相交了半个世纪无话不谈的好友，宋庆龄很推崇他的足智多谋和毕生埋头
苦干的精神。
不少外国同志和朋友对他更是佩服有加，如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推荐给蒋介石去做政治顾问的美国著
名学者拉铁摩尔视其为毕生的好友，而享誉世界的大情报家佐尔格同他在一起共同战斗过三年，称他
是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
他真是交遍了天下友朋。
    窗外寒风呼啸，然而只要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奇异的精神力量，足以驱散阵阵寒意
。
我看，这正是他坚持真理、崇尚气节的硬骨头精神所赋予的，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他的一位老相识说
的一句名言：“他是一位真正的人。
”    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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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漫长的108年的日子里，不仅以其无所畏惧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教育着人民，而且为人类做了大量工
作，很少有人能在一生中做出他那么多的成就来。
你看，他一踏上工作岗位就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从27岁开始做“娃娃教授”，一直做到108岁“茶寿教
授”，从国内大学一直做到外国大学，为国内外培养出多少杰出的人才。
他以渊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在国内外负责编辑多家举足轻重的重要刊物，深受各方好
评。
他以有力的言论不知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赢得了多少朋友！
他协助孙夫人重振工业合作运动，展现了他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才干。
他奉周恩来同志之命，赴美加强同美国共产党的关系，并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对
外宣传工作，为中国在国外赢得了多少支持。
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为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年过九十之后仍然创建国际文化书院，亲任院长，并以充沛的精力亲临第一线指挥，领导了许多重
要的学术活动，令不少人为之叹服。
更不要说在他这一生中，写了几百万字的著作，有些著作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扬，这是多么宝贵的
一笔精神财富啊！
    我也非常欣赏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对陈翰老做过的一番概括，称他是当时活着的中国年龄最大
的知名人士、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年长的学者，此即所谓的“三个最”；他不仅是著名的社会
科学家、卓有成效的外交家，还是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此即所谓的“三个家”；他还是高度重视调查
研究，视取得第一手资料为第二天性的人，能将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同世界现代道德加以结合并大无
畏地发出真理呼唤的人，他也是力求使自己的行为更为完美的人，此即所谓的“三个人”。
在中国能在上述三个大方面都做到如此境界的，又能有几人？
他的确是一位“真正的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宝贵的国魂。
    听他侃侃而谈，早已忘记了流光的飞逝，冬日的夜幕降临得早。
他看了一下表，连声说“该走了”。
    那天分手前，他紧握着拳头对我说：    “我真想在天安门广场上献出我的身躯⋯⋯只要它能唤起人
们的觉醒。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死不足惜，只要死得有意义⋯⋯”    话没说完，他就起身告辞。
我知道他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我懂得他那未说完的话语，看得出他的心被愤怒压抑得很紧很紧了。
同他多年的忘年交使我完全了解，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他将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一切，让他的忠
魂在祖国大地游荡，在天安门广场仰望黎明。
因为他始终坚信“四人帮”再嚣张，由于它丧尽民心，也终将倒台！
他无时无刻不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我把他一直送到南河沿的大路上，目送他离去，他走得越来越远了，我的思路也越伸越远一⋯中国
人民的事业有他这样一心为它献身的坚强战士，它将永远不会被战胜！
    他是谁？
他的生活道路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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