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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香港、台湾著名史学家。

大家写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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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翦伯赞的“钉子”与黎澍的“苗子”谢本书。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风暴来临之际，当时还是云南大学助教的我，亦
被打成“反共老手”翦伯赞“安在云南的钉子”、“反动学术权威”黎澍的“修正主义苗子”，遭到
了审查和迫害。
什么“钉子”、“苗子”的头衔，今天听起来好玩好笑，而在当年却是一桩非常严肃的政治事件。
“钉子”、“苗子”又从何说起呢？
还是从一个偶然的机遇说起吧！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主管教育的有两个部，一个是高等教育部，主管高校；一个是教育部，主管除
高校以外的其他教育事宜。
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的精神，高教部下设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地址在北京西郊中共中
央党校东边的一栋楼房内，今属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地方。
办公室协调、组织编写全国高校文科主要专业的若干基本教材。
办公室下设若干专业组（又称教材编审组），负责该专业基本教材的编写。
其中，历史专业组的组长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
在历史专业组主持编写的历史专业若干基本教材中，有一本教材叫《史学概论》。
《史学概论》编写组组长、主编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黎澍
研究员。
《史学概论》组除编写教材外，还计划编辑两本参考书，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科学文选》。
每门教材的主编，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推荐合适的编写人员，经专业组组长认可，
文科教材办公室同意后，由高教部出面借调或商调来各专业组参加编写工作。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黎澍推荐我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边疆地区大学的青年助教，参加他所主编的《
史学概论》教材编写组。
我感到十分惊喜，云南大学的领导和教师也感到意外，因为边疆地区大学的老师到北京参加编大学教
材的人很少，即使有，也是已有名气的教授、副教授，至少也是讲师吧！
没有想到一位年青助教也能参与其事。
这个偶然的机遇是这样的。
云南大学历史系根据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的精神，决定在历史专业中开设《史学概论》的课程。
我因为喜欢搞点理论，就主动承担了这门课程的筹备工作，参考了黎澍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论历史科学》（语录）一书，编写了几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讲义教案稿
，以供教学之用。
但我自己对这个稿子心中无数，没有把握，遂冒昧地将稿子寄给黎澍，请求指教。
据我后来得知，黎澍看到这个稿子，非常高兴。
巧恰，此时云南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方国瑜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的会议，黎澍遂找到方国瑜了解我
的基本情况。
落实了我的情况，他就放心了。
于是，黎澍在收到我的稿子大约一个月以后，给我来了一封信，征求我愿不愿意协助他编写《史学概
论》教材及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参考书的意见。
如果愿意的话，他将通过高教部向云南大学发出借调通知。
我当时很高兴，于是给黎澍回信，表示愿意去北京参加此项工作。
从此，我与黎澍建立了终生的师生情谊。
我曾有两篇回忆黎澍的文章，一篇是《忆恩师黎澍》，刊于《辛亥革命研究通讯》第33期（1989年3月
湖南出版），后收入唐振常编《黎澍之路》一书（香港太平书局1997年版）；另一篇是《再忆黎澍》
，收入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后一篇文章还附录了黎澍先后给我的19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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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黎澍给我的第一封信未能找到，没有附录在论文之后，甚为遗憾。
不久，高教部正式来文，通知云南大学：借调谢本书去北京文科教材办公室编教材，希望尽快来京。
其时，云南大学校长为著名文学家李广田教授，他见到借调通知后，亦很高兴，立即通知历史系主任
张德光教授，转告我尽快作好安排去京。
李广田、张德光都希望我珍惜机会，拜黎澍为师，刻苦钻研，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
于是，我在完成1963年下半年的教学任务后，于1964年春赶赴北京报到。
那时，从昆明到北京虽有飞机，但是小助教按规定是不能乘坐的。
而云南除了滇越铁路这条只通国外的线路外，还没有直接通往省外的铁路。
于是，我先坐从昆明到云南省内沾益的一段火车，然后从沾益乘汽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坐火车赴北京
。
路上整整花了7天时间（不包括回四川老家看望父母的时间在内）。
关于这件事，黎澍后来为拙著《龙云传》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回忆说：大概是1963年夏天，我收到
云南大学助教谢本书寄来的一卷油印稿。
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史学概论的讲稿，大体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顺序，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的有关论述，加上说明编辑而成的。
本来不相属的摘录的段落，经过一编，居然连贯起来了。
我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本事，还没见第二个人做过这工作。
当时我和宁可、李时岳、胡绳武正在合作编写史学概论教材。
高教部文科办公室听说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就通知调他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力旺盛，思想灵活。
这是我第一次到祖国首都北京，自然是很高兴的。
当我了解到，我在文科教材办公室邀请来参加编教材人员中年纪最轻（28岁）、职称最低（助教）时
，心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决心发愤图强，努力工作，不辜负黎澍的要求和学校的希望。
据张传玺所著《新史学家翦伯赞》一书说，其时，参加文科教材“撰稿或编译者也都是著名教授或学
有专长的学者，人数多达数百人”。
而我既非“著名教授”，也说不上“学有专长”，实是黎澍对青年学子的鼓励和鞭策。
不过，这次到北京工作，的确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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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过，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
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
而本人及家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为其中大部分纯粹出于冤假锚案，或极左、教条、不负
责任的做法。
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
伤天害理的事。
　　——葛剑雄《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书呆子改革家王莽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但这
家伙在人格上似乎还有些魅力。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更始军攻进长安，他的帝国的存亡只能以小时计时，他的身边竟然还有千余人跟随
他，并几乎悉数为他战死，流尽了血管里鲜红的最后一滴血，.而我们熟悉的励精图治的亡国君崇祯自
杀时，身边仅有一个老太监。
那么多的人为了书呆子的改革殉葬，王莽也算是值得了。
　　——聂作平《书呆子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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