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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到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
60年在干支组合的纪年方式中恰好是一个周期，而这一周期，无论对于大到社会还是小到具体一个人
，都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
近代史研究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正式建立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史研究所的60年是与
祖国同行的60年。
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38年5月5日在延安建立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问题中，意识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于是在马列学院中建立了历史研究室。
范文澜作为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成立“中国历史研究会”，并接受了用新观点编写简明中国通史的
任务。
从此，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中独立的分支学科，承载回答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将中国的
救亡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作为主要研究课题而诞生了。
此后，“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后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兼主任的中国历史
研究室始终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与现实革命斗争需要密切相关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做，克服无政府状
态。
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望一甲子>>

内容概要

口述历史的记录可以成为严谨的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资料，但还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结果。
历史学家的觉悟，在于高屋建瓴地审视那一时代，在于认真全面地审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体验，以“无
己”的胸怀看待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从中找出经验教训。
有心的读者在阅读了本书中那些专家学者的回忆后，一定会深深地体会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与近代中国
历史一样，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与艰辛，有成就，也有教训；有晴朗，也有阴霾；有喜悦，也有悲
伤。
前辈的学者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也留给我们许多尚待解决和深化的任务。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望一甲子>>

书籍目录

序编辑说明上编  老专家口述访谈录  丁伟志先生访谈录  丁守和先生访谈录  王仲女士访谈录  王庆成先
生访谈录  朱东安先生访谈录  刘志琴女士访谈录  刘敬坤先生访谈录  庄建平先生访谈录  杨天石先生访
谈录  李瑚先生访谈录  余绳武先生访谈录  张振鹍先生访谈录  张海鹏先生访谈录  周新民先生访谈录  
耿云志先生访谈录  贾熟村先生访谈录  章伯锋先生访谈录  韩信夫先生访谈录  蒋大椿先生访谈录  曾业
英先生访谈录  蔡美彪先生访谈录  瞿同祖先生访谈录下编  老专家怀念与回忆  我与近代史所  西藏纪行 
我和近代史研究所  耳闻目睹五十年感言  大师凌绝顶晚辈影随形——我与近代史研究所  树立精品意识
贯彻精品战略  九十自述  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讨论会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近代史所的磁性  “
四清”记  难忘淳淳师友情——我与近代史所  悠然自得三十年  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  缅怀敬爱
的范老  忆往事谢同仁  毕生的幸运——近代史所一甲子简记  “右派分子”始末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我在近代史所的二十一年  罗尔纲和《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  我的近代史所情结  我与近代史所  《
近代史研究》初期工作回忆  回忆范老论学四则  琐事杂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望一甲子>>

章节摘录

我的人生其实还是挺平淡的。
我出生在河北省望都县尧庄一个农民家庭。
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我的小名叫江海。
我之所以将来要将我的回忆录定名为《江海的碰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小名就叫江海。
几十年过去了，对小时候的事情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
但有一件事情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有一次，我在村边与小伙伴们玩耍，有人指着一个小土包对我说，那个是你大哥的坟。
我很纳闷：我哥哥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是我大哥的坟？
后来我才知道，我上面实际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
按照农村的习俗，弟兄们将来是要分家的，两个兄弟一人一半。
我爹娘给大哥定了个娃娃亲，女方姓宋，在村北的宋家台。
他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但自从有了我这个男孩以后，原来由两个儿子分的家财，就要由三个人来平分。
我家本来就不富裕，今后要分为三份，我大哥自然就分得少了。
于是，女方家里就提出退婚。
而我未过门的大嫂感到很难过，就在忧郁之中去世了。
不久，我大哥因病离开了人世。
后来，两家就给大哥和未过门的大嫂举行“冥婚”，把他们合葬在村子旁边了。
再后来我大嫂的妹妹嫁给了我的另一个哥哥，也算是我们丁家与宋家有这个缘分。
我这个哥哥叫丁守敬，抗战时期在清苑县教书，做些革命工作。
他抗战结束后参加了解放军，在补训兵团任文化教员，后因有肺病和家中缺少劳动力，就回家务农了
，解放后到天津工作。
有时我就想，要是我不来到这个世上，或许我大哥和我未过门的大嫂就不会离开人世。
我其实就是个“多余的人”。
我上学比较晚，大概9岁那年，开始是在尧庄小学读书。
到12岁那年，八路军从平汉铁路西来到路东，我的家乡望都一带就成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记得八路军来了以后，我就到区中心小学（高小）去读书。
那时思想上已经开窍了，加上受到学校的抗日爱国教育，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有了很好的印
象。
1941年夏天，我高小毕业后，考上了设在河北唐县的民族革命中学（后改为四中）。
记得刚刚考上就放暑假了，并没有去报到。
民族革命中学在平汉路西，我家在路东，来往必须经过日伪封锁的平汉铁路。
随后，由于平汉路敌人封锁严密，我没有能够过去，只好在家等了一个时期。
大概到了1941年底，设在饶县一带的冀中抗属中学招生，我就由我们县政府秘书李浩同志介绍，去那
里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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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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