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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拙著《千禧文存》问世后，蒙读者垂青，销路广通。
具有出版工作“特异功能”的周奎杰女士和张世林先生，慧眼如炬，看出了读者是欢迎这一类文章的
。
于是别出心裁，以拙作为滥觞，扩大作者范围，编成了一套丛书，名之日《名家心语》。
今年将先后推出十册，以后陆续增加。
这十位作者，基本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
除不佞外，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文章为能手，术业有专精。
各人有各人的专门研究领域，都可以说是成绩斐然，蜚声士林，都是用不着介绍的。
但是，本集所收的文章却不是他们的学术专门著作。
他们用毕生之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自首穷经，专门写出的文章往往是艰深难读的，对一般读者
来说，好处不大。
这一类著作都另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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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桑榆集》作者系著名的史学大师，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心得、体会和贡献亦在书中有清晰的表述
。
作者一生历经坎坷，故书中又有一些篇章记述了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特别是作者生性耿介，说话率直，故文如其人，最为可观。
“桑榆”喻一“晚”字，是说作者在编写《桑榆集》时已年近九十。
另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作者四十岁时，被划为“右派”，遂被山东大譬逐出，置于兰州大
学，终老于斯。
幸遇英明领导，不仅活了下来，还能教书、读书、写书，总算还有收获。
因作者早年曾投身革命，故一辈子向往改变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的社会理想，至死不变。
书中“言志”部分有生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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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俪生，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赵俪生先生（1917.06.14——2007.11.27），山东省安丘市人。
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队员，七七事变后赴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游击斗争，曹为夏（县）支队营教导员.1947年应聘为河南大
学历史系副教授，1948年任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  以后历任济南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
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1年离休。
赵俪生先生是当今史坛上一位风格独特、富于个性的学者，他以理论思维见长，论著富于现实性.又以
其见解独到、文采飞扬自具特色。
他主张以思辨带动考据，强调学者应有较为宽广的知识面，在较宽广的领域内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赵先生对课堂教学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杰出的讲课艺术，在他执教的半个多世纪中勾国家培养出大批高
水平的人才。
赵先生教研相长，著述丰厚、先后出版专著16部，发表论文200余篇，《赵俪生文集》  （六卷本
）2006年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一等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桑榆集>>

书籍目录

“名家心语丛书”序季羡林自序第一辑 言志论理想主义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新世纪到来的一些
个人看法第二辑 操业《学史研究》记者访谈录20世纪史学的回顾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赵俪生文
集》自序《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后记第三辑 心得说“追补”试说“直觉主义”说“内”与“外”
——中国思想史上一直辩论的一个问题第四辑 师从述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述王献唐先生第五辑 悼
亡记我的两个学生记蒋茀华君轶事记赵正楹君轶事记丁则良君轶事死三人记第六辑 序跋《陈大羽九十
春秋书画集》序《刘克训画选》序陈赓平《金城集》序《武威文化丛书》总序《师友书画集》序及跋
乙酉国庆黄金周的前前后后第七辑 耄耋杂著桑榆纪晚——为清华十级级刊作替愚昧做一点考证说《吕
氏春秋》中的一股思想读《胡适全集》第八辑 补遗回忆辛安亭老人——为辛老百龄华诞而作朱自清先
生二三事抗战初吕梁山区宣传动员行记（摘自高昭一回忆录《回首忆当年》从读书中历练自己对人物
的评议和品味（“一揽子日记”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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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7年前，在那个农场里，大半年工夫就死了三个人，大家替我排上了个队，是“第4号亡人”。
但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我没有在农场里死去，并且一直活到今天。
从而，使我感到有责任把那三位前行者久被湮埋的事，写在下面。
第l号亡人，叫叶明恕。
他是福州人，北师大中文系毕业，职称嘛，假如未升讲师，那就是两三年资历的助教。
他本人据说没有问题，或者问题不大。
问题据说在他的父兄。
他的父亲是福建省警察厅厅长，哥哥是福州市警察局局长，一个逃到台湾，一个在镇反时被镇压了。
光这段家庭历史，就够叶明恕戗的了。
其实，中国自古时就不讲论这些，如尧的儿子如何，舜的爹如何，尧还是尧，舜还是舜嘛。
可我们那时候不成，“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于是叶明恕就被
下放到山丹农场来了。
叶明恕的死，明显地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强制（或者叫“专政”）最终不能解决问题。
你施行强制，他有三种办法对付，一是“顺着”；二是偷奸摸滑、拐弯抹角地跟你对抗；第三种就是
毫不拐弯地对抗到底，以至于死。
试想，我们是3月下旬出发的，叶5月中旬就死了，连来加去不过50天工夫。
记得出发那天，叶明恕的行李已被统一运走了，人已经坐到大巴士上了，可一转眼他又溜回宿舍去，
多亏他的支部书记爱才（当时的话是“右倾”），拿一条好烟、几个罐头好说歹说又把他拉回来。
他就是思想不通，他就是不愿被下放，最终你还是拿他没办法，只能说他“花岗岩”脑袋。
我们当年那个农场，设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三十里铺。
八九十个人，八九十支铁锨，先住在庙里，自己浇水，自己种粮食，自己打土坯、盖场房，自己养羊
、牛、猪。
这个劳动当然是重的，但当时吃喝还可以。
有时跟河西土著并肩劳动，有时跟河南移民一起劳动，“你追我赶”，拔白旗，插红旗，叶明恕怎么
赶得上趟呢？
！
他偷偷与司机师傅商量把他带回城市，司机岂敢隐瞒，汇报后当晚开批判会“帮助”。
所谓“帮助”，开头是恶言恶语，慢慢几个干部就带头拳打脚踢起来。
“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六年以后的话，这时还未出场。
我们那个种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先浇水。
打电话给祁连山的水库，由他们安排哪一天几点钟到几点钟给你开闸放水，放多少水。
我们就在放水日期前，展开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目的是叫水流到你想叫它流到的地方去，不要叫水流
到你不想叫它流到的地方去。
较平的地方打一点土埂子，所费劳力不大；沟沟洼洼的地方就得打起塘坝。
塘坝有半人高，要用铁锨一下一下地拍实，这个劳动耗费力气是很大的。
所有这些，都由“老龙”们指导。
“老龙”就是农村中浇水的老把式、老师傅，从公社里请来。
到水放下来的日子（一般都在夜间），大家就统统投入战斗，非常紧张。
一不小心，叫水跑了，跑到长城的方向去，那这股水就算浪费了。
所以“老龙”们很“歪”（脾气很大），在抢水时候你上不去他会用铁锨没头没脸地打你。
叶明恕到这种时候就只好运送运送骆驼蓬草以备堵口子时使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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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理论思维见长，和杰出的讲课艺术——《桑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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