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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校庆余音犹在，转眼之间，南京大学又迎来了110周年校庆。
10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南大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科技文化进步
、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使命，秉承“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全校师生团结一心，奋力开拓，
努力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南大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坚实的基础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能够不断进发出生命力和创造力，端
赖于百年南大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持久的发展潜能。
因此，要保持这种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必须总结、研究南大发展的历史，传承南大优良的传统，激发
南大创新的活力。
    自10年前纪念百年校庆时起，我校就启动各种校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与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金陵
大学史》、《南京大学百年史》、《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和《学术大家名著系列丛书》
等一批图书。
我们深知，历史的载体不仅仅是文献、档案，还有一批又一批生活在南京大学的师生，他们是南京大
学这棵百年乔木上开出的花朵和结出的硕果。
岁岁年年，花开花落，但往事不可能如烟，这些鲜活的生命和他们广袤的心灵，见证了南大的重大变
革与日常生活，经历了南大的美好时光与伤痛感慨，承载着南大的历史和未来，是南大心灵史和精神
史的宝藏，他们是南大“活的历史”。
在这些生命中，各个学科中德高望重的名师和大家们的记忆犹为重要，所谓“老成耆德，重于典型”
，他们的生活经历、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我们研究校史，温故知新，发扬传统极具借鉴价值。
    这样的传记形式可以归人所谓“口述历史”的范畴。
人类在文字发明以前就以口述的方式传承历史，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中国古代大史学
家司马迁皆注重访问故老，收集生动的历史细节，现代史学更是将“口述历史”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
它源自人们的记忆，通过专业人员访问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的见证者与亲历者，采用笔录或录音、录
像等现代技术来保存鲜活的原始记录，再从中加以概括整理，与历史文献相互参证，形成回忆录、自
述、自传等历史文献。
“口述历史”一方面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突破了文献史料多记载大事件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的广度；
一方面从事件进人到人的情感与心灵，开掘了历史的深度。
    南大人的身心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高校发展的历程。
我们相信，这套《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是口述历史的有益尝试，如果进一步扩大口述人的选择范
围，持之以恒地收集、整理、研究，将为南大和中国学术史保留一批忠实的记录，可以补充史料的阙
失，呈现事件的真相，引导我们感同身受地了解南大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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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口述历史”一方面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突破了文献史料多记载大事件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的广度；
一方面从事件进人到人的情感与心灵，开掘了历史的深度。
这套《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是口述历史的有益尝试，引导我们感同身受地了解南京大学人自强不
息的奋斗历史。

《八五述往》为其中之一，系统地回顾了茅家琦八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
《八五述往》由黄雪垠、魏晓锴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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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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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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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图书馆工作一年 1951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我要着手
考虑工作的事情了。
这一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次实行统一分配。
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分配方案将我分配到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前身）经济系担任教员。
9月，东吴大学经济系连发两封信催我报到。
关于我的毕业去向，我们学校当时有两种意见，校长潘菽要我服从分配；学校党组织要把我留下来，
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最后还是决定让我留校工作。
记得当时南大一共留下四位同学：郑定锋留在了党总支、付春台到辅导处工作、章汝铎到理学院担任
政治秘书、我到图书馆任事务员。
 回顾大学生活，由于内战及其他原因，四年本科我几乎只上了一年半的课，而且也没有读过多少书，
这是至今还感到遗憾的事。
在当时的环境里，我没有可能进研究生院继续深造。
但是，在图书馆里工作的一年又给了我很多读书的机会。
在图书馆从事秘书工作，作为青年团员，我的威信比较高，获得很大的尊重。
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可以自由出入于图书馆的任何地方，可以找任何人谈话，更方便了我读书。
当时“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不断，我却在图书馆中如鱼得水。
在这里，我似乎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那么多的珍本、善本古籍和外文图书，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天地。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整天呆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差不多把几十万册书翻阅了个遍，虽然没有办法
细读，但极大地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培养了我搞学术的感觉和热情，算是补了大学里的课。
我立志成为一名学术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应该从这里算起。
总之，这一年我获益匪浅。
一是我翻了很多书，得到了许多目录学知识，明白了有什么问题需要查什么资料。
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学者如果不懂得目录学，就不知道知识海洋究竟有多大。
二是图书馆这段经历使我后来非常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
到历史系工作后，我经常到系资料室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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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母校南京大学迎来110周年校庆之际，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组织支持下，这本茅家琦教授的口述史著作
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本书从采访、整理、撰写、修改到最后定稿，历时将近一年。
2011年4月，接受访问编撰任务之后，我们迅速拟定了采访提纲并进行了分工，由魏晓锴承担1～5章，
黄雪垠承担6～10章，两人共同负责统稿、修改，以及图片的搜集与整理。
茅家琦先生以耄耋之龄，不厌其烦地接受一次次采访，给我们耐心地解释，而且从对提纲的拟定到内
容的修改、文字的润色等，事必躬亲，吾辈深受感动。
这本书的付梓，更多的凝聚着先生的精力和心血。
    感谢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崔之清教授。
崔教授为茅家琦先生的高足，曾两度受教于先生门下。
他对本书的采访与撰写工作非常关心，并多次主动领我们拜会茅先生。
求学于南大多年，作为建国以后一些事件的亲历者，崔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背景资料，以
及茅先生众多弟子和学生对先生的印象等素材。
此外，他还参与了书稿的修改和审定。
同时感谢茅先生的家人，先生的长子茅苏及次子茅宁教授为了书稿能够顺利完成，也积极配合我们的
采访工作。
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豪老师，作为这本口述史著作的责任编辑，从写作提纲的拟定、撰写文字的风格
、图片的筛选整理，他都认真地思考与推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为本书的顺利出
版给予了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玉老师和图书馆港台室的李佳老师，他们为寻找茅先生散佚的著
作和曾经发表过的文章多方联络，出力尤多。
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的同志为我们查阅茅先生的相关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
    编者    2012年3月于南大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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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南好,白发人未老:八五述往》由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家琦口述，系统地回顾了口述
者八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
茅家琦先生1947年考入原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1949年中央大学易名为南京大学
），毕业留校后曾先后供职于校图书馆、教务科和历史系，在南京大学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茅先生专治中国近代史，已出版重要学术专著21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涵盖晚清史、太平天国史
、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区域现代化史等领域，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也颇具学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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