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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文集的价值不言自明。
它的诞生，是世界各地学者、翻译人才、出版等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
　　治学为人，先生均被视为楷模。
多有学人屡用大写的“人”来概括先生的一生。
在治学上，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与投入，激情洋溢且经久不衰。
我曾问他：“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
”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
”“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
”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
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　　先生28岁开始在加州伯克莱大学当教授，这以后的40年里，除了教学和指导研究生，他还担任
了一系列美国全国性学术机构及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然而他的著述仍然那么丰富多产。
有学界朋友问：“魏教授发表这么多著作，带这么多研究生，还教课，担任学界领导，他是怎么过来
的？
”其实，奥秘就在于：从不搞权术，不花时间拉织关系网，还有就是减少睡眠。
2006年9月14日，先生因患癌症病故，举世学人好友惊愕悲痛，各地的悼念活动与纷纷的回忆文章感人
至深。
各代学者中都有人说：“若无魏教授，岂有我今天！
”　　作为一个学者，其学术成果乃为其一生的最终见证。
先生除了出版的专著以外，还有更多的论著见于各种学术杂志上，这部分中文译本，相对不多。
鉴于此，编辑林敏女士立刻提出出版先生文集中文版的计划，她为此缜密构思，并不辞辛劳地做了许
多准备工作。
不久美国学界也决定同时出版《讲述中国历史》英文版文集。
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先生，不顾80多岁的高龄和耶路撒冷夏日的高温，为给文集写
总序，刻不容缓地开始阅读我快递过去的整整一箱子先生40年来的著述。
而那一箱子影印件，以及各位翻译手中的原版文章，都是伯克菜东亚图书馆专业人员何剑叶、吴一丰
、薛燕等在暑假里突击赶制出来的。
她们一篇篇地将先生40年所有论文复制出来，及时寄送到我手里供选用。
不仅如此，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翻译们遇到摘引原文的困难时，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回头找她们
：她们在核对史料与查找资料上，拥有世界第一流的能力与效率。
　　若说先生的论著覆盖了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他的论文题目则更为浩瀚广博，其中除历史外，有中
西方研究法比较、理论概念的论证、学术现况与趋势的剖析等，所援引的史料和参考资料则更惊人：
光从这些资料所用的语言就有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
伯莱语，等等。
翻译工程因此而史无前例地复杂艰难。
于是我向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先生求援，让他出一支专业人马承担翻译。
熊月之先生立刻答应。
加上英语世家出身的北大西语系教授张世耘、旅居奥地利的项佳谷女士、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
、上海师大的博士生齐克彬等，一支精良的文集翻译队伍组成了。
在熊月之先生的领导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承担了文集最重要部分的翻译。
其中《史林》主编、历史所周武教授在统筹、组织分配、指导翻译等方面持续近一年之久，尤为辛劳
。
此外，无数学者向我提供了各种宝贵帮助，其中有曾佩琳(PaolaZamperini)教授、郭启涛教授、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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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Patricia Thornton)教授，还有民营出版家严博非等。
我对他们的敬意与感激，语言难以充分表达。
然而，我亦深知，他们如此敬献，并非仅因对我本人友善所致，更是出于他们对先生的敬仰，对历史
的责任，对学术研究的使命感。
　　此文集选入的文章出版跨度达40年之久，这4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天翻地覆社会巨变
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历史研究上，仅从关闭到逐渐开放档案文献这一点，其变化就非常惊人。
先生著述的前部分，是在中国未向外开放，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外国人很少能接触到档案史料的历史
条件下进行的。
到了后期，情况则大有改善。
所以，先生40年著述本身，也是海外中国史学的一个缩影。
在专家学者的建议下，文集的每个章节都由一名本领域的专家介绍学术背景、主题含义、作者研究思
路等，为读者提供分析理解的框架与基础。
这些专家多数都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他们本人学术成就显著，且大都熟知先生的毕生研究，其中周锡
瑞教授(JosephW.Eshel4ck)与曾小萍教授(Madeleine Zelin)是先生多年前的学生。
他们对文集的贡献，是先生学术精神遗产后继有人，得以发扬光大的见证。
　　作为文集主编，我在编撰过程中也发现了一系列暂时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如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论文的注释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处理史料和参考文献出处上也是如此，等等
。
还有，学术论述的关键之一，是求实与实证，然而因中美两国的不同社会政体，加上篇幅所限，本文
集不得不对一些论述与结论做删节。
对此，谨希望读者们谅解。
附录书评部分除了对史学所作的评论外，还包括对有关中国的小说、回忆录、传记等的评论，为读者
了解美国社会、逐渐接近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先生毕生从善如流，对人事豁达，而且这些作者先生大都认识，但他更以对读者的责任心为重，所以
力求公正，不苟私情。
考虑到国内学术文化界尚未建立成熟的专业评论这一情况，希望“书评”这一部分能’成为一个借鉴
。
　　总之，出版《讲述中国历史》文集的中英文版及过程，是无数宏亮之心奉献的结果，也无疑是先
生为人的见证。
当出版文集的计划还在雏形之中，北大的刘东教授就为我赠送了几篇已经翻译好的译稿，并积极为文
集出谋划策。
他对先生的敬意与友情，说来话长，又是一番动人故事。
　　最后，求学求知，除了增加人征服世界的力量，使我们在全球化生存中更具有竞争力外，更重要
的应该是：完善我们的人性。
再现历史，使我们变得聪慧；凝视往事，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从而使人之行为保持文明，世界充满
光明。
这便是先生研究历史的宗旨，亦是文集问世的意义所在。
　　梁禾　　于美国俄勒冈傲思维古湖畔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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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讲述中国历史(上下)》的价值不言自明。
它的诞生，是世界各地学者、翻译人才、出版等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
治学为人，先生均被视为楷模。
多有学人屡用大写的“人”来概括先生的一生。
在治学上，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与投入，激情洋溢且经久不衰。
我曾问他“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
”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
”“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
”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
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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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斐德先生（Frederic E.Wakeman Jr.1937～2006）是世界最杰出的近代中国史学家之一，其著述在
宏大叙事及理论与实证结合上均为典范。
生前为伯克莱大学亚洲学哈斯基金教授。
任伯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十一年，并多年担任诸全国性学术机构领导职位，包括美国社会科学研
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等，也是20世纪70年代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
魏斐德著作的中文版自《大门口的陌生人》、《洪业——清朝开国史》、《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
想的哲学透视》、《上海警察》、《上海歹士》、《红星照耀上海城》　（遗著即将出版）、《间谍
王——戴笠与国民党特工》、《中华帝制的衰落》（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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