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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想起过往这几十年里我所做的事，大致可分为“正事”和“余事”两类，且得分两橛来说。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正好相隔二十年。
头一次高考是1
958年，非常“古早”——我老家之一的厦门话，太古遥远年代的意思。
那一年生人现在都已年过半百，在报纸社会新闻栏里已不时被称为老汉或老妪。
考上的专业是采矿，既非我的志愿，亦非按考分排座次得来，而是根据出身成份而定。
这以后二十年我的正事就是学习五年采矿工程的功课，实践十五年采矿助理工程师的工作。
我的余事则是读各种各样的杂书，最主要是历史类，其次是语言类。
第二次高考是1g78年，也已去今多时（那一年生人，据说在与80后、90
后比较的过程中有的已经觉得自己“臻入老境”），乃是以余事的水准报考研究生，并且按照自己的
志愿录取到历史地理学专业，映射出二十年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以后三十来年的正事，就是头五年的硕士生与博士生课程学习，以及后面近三十年的历史地理学的
“教学科研”工作。
余事则是将前二十年没有范围没有章法的读书继续下去，并且开始将自已关于历史学、文化语言学、
中外文化关．系史、近代新闻史等方面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或写成专书与文章，或写成篇幅不长的所
谓学术随笔。
后者已经结集的有三种，《余事若觉(周振鹤随笔集)》是第四种。
以数年光阴得此，实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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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振鹤，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
治历史地理学。
创立政区地理概念，将行政区划史研究深化至断代的变迁，并进行政治地理学理论研究。
创新文化地理研究，开创历史语言地理与宗教地理研究，并倡立文化语言学概念，提倡语言接触研究
方向。
主要论著有《西汉政区地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等十余种，
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正在主编十三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曾多次获全国及省部级各种学术奖项。
曾先后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爱尔兰根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东洋文库，香港城市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任教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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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怀念我的老师季龙先生　　一个人一辈子会遇到许多老师，但要到研究
生阶段，指导老师才是专一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授业师。
我的授业师是谭季龙（其骧）先生。
古人有名有字，名是让父母呼唤的，字是让他人称呼的。
礼崩乐坏之后，字不见了，大家直呼其名。
不过师母在世时称老师都是“季龙，季龙”，古意犹存。
而老师与夏鼐先生在七八十年代通信时虽已互称同志，但“同志”前面仍以作铭、季龙相呼，绝不称
名。
如今既然风俗丕变，我们也应该从俗入流，至于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也不必深究了。
1978年以前我与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并不知道谭其骧先生是谁，纯粹因为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误打误
撞而入谭门。
头一次见老师是在龙华医院，那是老师中风以后，正在康复之中，只能在医院对我们进行入学面试。
最后与老师告别亦在医院里，1992年8月28日子夜在华东医院。
首尾一十五年，耳提面命，一切犹历历在目。
今年适逢老师百年冥诞，许多往事涌上心头，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文革后头几届研究生的教学因承大乱之后，并无一定之规，不像今天严格规定要上几门专业课，
几门专业基础课，而基本上全凭导师个人的指导。
我记得季龙师给我们几个人正式上过一些课，但并不算多，其余时间主要是与我们讨论闲谈，在不经
意中教给我们学问之道。
即使正式上课也非常专门，决不从ABC讲起。
记得有一次借辞书出版社一个地方给我们讲《水经注》，一开始就讲“江水注”中的江、沱部分。
这个课我印象极深，因为从此领悟了读书之道。
不久后我自己在读《水经注》时，就发现其中“浊漳水注”里有部分文字错简，前人都没有注意到，
以至杨守敬的《水经注图》也错画了。
而更重要的是这样读书让我明白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道理。
　　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几年当中，其骧师对我们始终都以讨论对象相待，或者说，将我们当成会者
来教，使我们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明显。
他也不为我们预设硕士与博士论文题目，全凭我们的兴趣自行选择。
影响到我们以后自己带研究生，也决不事先将他们的论文纳入自己的科研项目中，而是让他们有自由
的选择的空间。
除非他们没有特别的思路，才给他们提出适当的建议。
老师将我们当成研究的同伴是有历史渊源的。
因为他自己读书时就曾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平等地讨论两汉州制的问题，得到顾先生的鼓励。
那次讨论显示了其骧师在这个论题上有超越他老师之处，说明了“弟子不必不如师”的道理。
同样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超越他的水平，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道。
其骧师于我而言是一世之师，而不是一时之师。
是我的授业师，也是我的得法师。
有的老师只领你入门，有的老师则伴随你的_生。
　　学问之道十分专门，有些题目研究难度之高只能是冷暖自知，能够师生相得已是不易，至于要为
行外所完全理解，恐怕不是较难的事。
大家都知道谭先生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但并不一定了解地图上一条线、一
个点的确定是经过怎样的艰辛。
严格说来，其骧师并没有专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外，他的专门著述就是《长水集》及其续编
，这是谭先生一生论文的结集。
如果没有编纂历史地图集这个工作，谭先生个人的学术成果自然会更加丰富，但依我想来也未必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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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专著行世。
因为谭师的写作方式与别人不同，能用简单的文章说明的问题，决不将其拉为长篇，能用文章说明的
问题也不一定要用专著的形式来发表。
他在担任《历史地理》辑刊主编时，在所审阅的稿件上经常会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两句话就能
说清的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大段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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