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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炳照口述史》对于口述史这个形式，我一直是很有兴趣，也是我比较关注的。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方式、范式相对简单、薄弱。
近些年来，我希望能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引入到中国教
育史的相关研究中。
我总觉得，口述史不应仅仅是个体的自传人生，更应该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体现的是个体生命所承
载的时代要求和学术追求。
对于“话语分析”和“叙事”两种倾向的著文方式，我更倾向于明了易懂、饶有趣味的“叙事”，于
是“讲故事”成为《王炳照口述史》风格；在学生整理口述史的过程中，我要求一定要结合档案资料
相互印证，这也算是对口述史这种记录历史方式的一种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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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安年：从王炳照在北师大学报编辑部工作17年想到的
时间:2010年10月24日 作者：黄安年 来源:学术交流网
关键词:
王炳照先生今年10月5日离我们而走了,这使我感到很突然。
1975-1978年间,我和他在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科）编辑部共事两年,在我印象中,他一直默默
无闻、勤勤恳恳地工作,早来晚走,对本职工作极端负责。
他负责教育版栏目，我则在历史版栏目，平时业务上虽没有什么联系,编辑部人员总共才四五人,所以
接触也是多的。
1978年春，我回历史系任教，和他的联系也就少了,不过凡是我去学报编辑部时，无论白天黑夜几乎都
能见到他在伏案工作,编辑工作是默默无闻的,有时还不署名，但是他认真负责的态度依然一丝不苟，
不为名利。
北师大教育系的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实力雄厚，邱椿、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等教授都是
国内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学者，60年代初我在校部文科工作时和这些老先生有工作上的接触。
60年代初我校中国教育史专业率先招收研究生班，为全国培养了一批教育史专家学者，其中就包括王
炳照这样的学科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成员。
在我印象中,在学报工作期间，王炳照先生不仅出色地做好了作为学报编辑的本职工作，而且作为老先
生们的助手从事了大量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取得了个人的突出研究成果。

王炳照在师大和我同住丽泽11楼,只是不在同一单元内内,平日经常照面聊聊天,2002年后我住到了天通
苑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我回师大时总会在二个月内见面一次。
今年8月底友人托我了解关于古代教育史情况,我想最合适的就是王炳照了,于是和他家通电话,没有人
接,再打电话问教育学院，那位接电话的是代值班的,不知道王炳照的电话,更没有说他已经重病在医院
，我以为他又外出开会了,根本没有想到他早已住院。
10月8日,和老友通电话时说他走了,我简直难以想象这是真的。

炳照在北师大编辑部长达17年,就他的编辑水平、工作效率、敬业精神,就他的专业水平，以及教育在北
京师范大学的学术地位来说,别说由他来担任编辑部主任,就是由他来担任学报主编和学术委员会主任
也是称职的,然而他一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编辑,对他来说,从不计较，是他的崇高品质，但在是从我们
的组织工作角度来说,实在令人感到不公。

学报在50年代初,主编是钟敬文先生,七、八十年代是白寿彝先生,他们是学术型的主编，可是在这以后
就变成了行政领导,这一改使得学报主编的学术型变成了官僚型了，实事求是地说,由王炳照先生来担
任学报主编也许更加符合学术型需要。
现在官阶高于学术,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有人说学术行政化、官僚化不无道理，一个大学的学报都
不能让真正有学术水平的学者来担任，我们的学术究竟是什么!
2009年10月30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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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出身我的家乡我的家庭二、我的少年时代有了正式的大号半私塾的启蒙接受新式教育临村高
小洪水帮了忙冀县中学报考财经学校短暂的出纳工作又一次偶然三、俄语学院求学天安门转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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