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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丛书呢？
又为什么会以《想念季羡林》一书为发 端呢？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
季先生是2009年7月去世的。
在此前，我和 许多熟悉先生的人都坚信他老人家说过的那句话：&ldquo;何止于米？
相期以茶！
 &rdquo;也就是说，先生一定会寿登期颐，超越茶寿的。
因为我同他老人家接触比 较多，早先是请他为我编的杂志写文章，后来是他将自己写的文章交我结集
出书。
可能是我工作比较认真的缘故吧，先生晚年多将书稿交我编辑出版。
 为此我们两人还有过一个口头协议。
先生是言而有信，这从他把《病榻杂记 》稿子交我就可以证明了。
于是，我这些年来，脑子里总想的一件事就是如 何为先生出好下一本书。
可是，世事难料！
他老人家竟驾鹤西行了。
更难料 的是，在他的身后竟发生了一些事件，加上一些人的主观描述，使得不明真 相的读者心存疑
窦，给先生身上泼了污水。
对此，我想应该为先生做点什么 。
一想到今年是先生的百年诞辰，且离开我们也快两年了，我们都很想念他 。
更主要的是，我们和先生亲身接触过，感受到他的道德和人格的魅力，也 直接接受过他的教诲和帮助
。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公布于众，也可寄 托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深的怀念。
为此，我决定在他百岁诞辰之时，编辑、 出版《想念季羡林》一书。
同时，我又想到了学术界其他一些已故的老先生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同他们曾有过这样那样的联系
。
他们的道德和文章曾 深深地感染过我和许多人。
我也曾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和教诲，我也很想念他 们。
如：钟敬文、顾廷龙、缪钺、陆宗达、邓广铭、吴宗济、张岱年、杨明 照、钱仲联、杨向奎、钱锺书
、周振甫、何兹全、胡厚宣、张政娘、史念海 、启功、周一良、罗继祖、马学良、程千帆、王世襄、
周祖谟、王钟翰、杨 志玖、任继愈、赵俪生等；还有接触不多或未及接触的魏建功、王力、游国 恩
、王瑶、王季思、唐兰、金景芳、容肇祖、夏鼐、林庚、蔡尚思、朱东润 、胡道静、郭绍虞、苏渊雷
、王仲荦、杨伯峻、陆侃如、冯沅君、高亨、于 道泉、金克木、王利器等等。
他们可以说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大师，对承传和 发展中华文化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是应该被我们所敬 仰和记忆的。
虽然这批大师俱已作古，在一切向&ldquo;钱&rdquo;看的今天，了解和知 道他们的人已是越来越少。
难道若干年后，留在年轻人的记忆中的只有歌星 、影星和&ldquo;学术明星&rdquo;们吗？
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吗？
于是，我想到了自己的 责任，那就是我应该把自己对这些大师们的想念变成一套丛书介绍给广大的 
读者。
这样我便由《想念季羡林》生发出了主编一套&ldquo;想念大师丛书&rdquo;的想 法。
好在这些大师们的亲友和弟子、学生还在，可以请他们把自己同大师们 接触的感悟写出来。
既然是写给广大读者和青年人看的，内容就一定要出新 ，不能炒冷饭；也不能只介绍学术而忽略人物
的经历和性格。
一句话就是文 章要有新内容和可读性。
要把这些大师们不为人知的而又感人的事例介绍出 来，传播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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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定下了，但怎么动手呢？
也就是说，除了季先生，接下 来编谁呢？
干脆就从纪念百年诞辰入手。
于是，我马上开始组织《想念季羡 林》、《想念周振甫》、《想念胡厚宣》等书，同时考虑策划明年
将要出版 的《想念张政烺》、《想念启功》、《想念史念海》等书。
可有些大师早已 过了百岁了，怎么办？
那就逢五、逢十再编吧。
可真要策划、组织、编辑、 出版这样一套丛书谈何容易。
但事情是我自己找的，也只能自己干。
经过相 当一阵的忙乱，总算有了初步的成果&mdash;&mdash;&ldquo;想念大师丛书&rdquo;系列之一《
想念 季羡林》就要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之二《想念周振甫》和之三《想念胡厚宣 》也将于年内出版。
此时的我真是&ldquo;痛并快乐着&rdquo;！
我相信编辑的付出可以 为读者带去收获。
更何况，这一大套书要是真的能编好、出好，那最终获益 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还应该说是广大的读者
，因为他们读了这套书，不止是 对这些大师的道德文章有所了解，还会从大师们的身上学会做人和做
事，从 而为承传中华文明和建设中国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亦能为社会导向和出版 导向稍加纠正。
果能如此，则幸莫大焉！
快莫大焉！
这也是一个编辑的心声 和追求！
 张世林 写于2011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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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是史念海先生的百岁诞辰，为了纪念，特约请先生的亲友、同事、学生和弟子撰文予以回忆
和介绍。
《想念大师丛书系列：想念史念海（1912-2012）》不仅如实地记述了先生的求学经历和奋斗历程，特
别是通过大量的事例回顾了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投入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取得的巨大的成就，被
誉为开拓者之一。
作者还结合自身经历，通过具体、生动的故事介绍了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的一些
鲜为人知的小事，突出反映了先生的道德文章和性格特点。
文中还配有珍贵的照片和手迹，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认识一代学术大师提供了一部真实、可信的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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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林，长期从事出版编辑工作，曾经在中华书局创办《书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两本重
要期刊。
近二十年致力于抢救当代文化财产，策划主编了《学林春秋》、《学林往事》、《名家心语丛书》、
《想念大师系列从书》、《情系国计民生&mdash;&mdash;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著有《大师的侧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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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史念海传略追忆先父史念海先生生前二三事回忆父亲史念海先生二三事怀念我的父亲史老师叫我
陪他去拜年&mdash;&mdash;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初期点滴难忘的师生情谊亲切的关怀，深沉
的思念&mdash;&mdash;纪念史念海师诞辰百周年史念海先生西南古道考察散记在史念海先生身边学习
的日子追忆我眼中的史念海先生史念海先生癸酉访日记事终南毓秀，城南育英&mdash;&mdash;史念海
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情景侧记永远的怀念&mdash;&mdash;追忆和念海师在一起的日子回忆我的老
师史念海先生初入师门师恩难忘河山永存&mdash;&mdash;追忆恩师史筱苏先生史念海先生的人格魅力
清明时节忆先师为学不作媚世语，独寻真知启后人&mdash;&mdash;忆史念海先生治学我最早的读书记
与史先生在历史地理领域里辛勤耕耘一生的史念海先生首倡重建唐史学会的史念海先生全局器识与为
世所用的治史风格&mdash;&mdash;从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的运河》一书谈起桩桩往事见真
情&mdash;&mdash;追忆史念海先生几件令我永生感念不忘的往事热心、求真、厚道&mdash;&mdash;回
忆史先生记忆中的筱苏（史念海）先生追记史念海先生我所敬仰的史念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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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亲非常尊重顾颉刚先生，把顾先生对自己的教导和提携时刻记在心中。
1936年夏，父亲刚从辅仁毕业，顾先生就邀父亲到他主持的禹贡学会作编辑工作，后来顾先生应约编
写（（中国疆域沿革史》，向我父亲提出协助编书的意向。
虽然父亲过去在（（禹贡》半月刊投稿，顾先生很是欣赏，但是一个年轻人和大师合作还是让父亲诚
惶诚恐。
既不能谢绝还要踏踏实实地在大师指导下完成任务。
后来听母亲讲，编书的时候，由于太辛苦、营养又缺乏，书稿编出以后，父亲还大口大口地吐过血。
书出之后，顾先生把父亲的名字也列上，让父亲一直感到不安。
他几次对我们说：大师把自己的名字与初出茅庐的我的名字写在一起，这是我终生感恩不尽的。
父亲对顾先生一直恭恭敬敬，还让我们晚辈称呼为顾爷爷。
　　顾爷爷过世那年的12月，一天，父亲接到顾爷爷的亲笔信，高兴地对我们说，你顾爷爷的病好了
，他信上的毛笔字能看出手一点也不抖了，和早年一样的隽秀。
谁知这竟是回光返照，不几日，就接到顾爷爷的噩耗。
父亲马上自费飞到北京吊唁后，又受顾家委托与历史所领导交涉如何安排顾夫人的生活。
历史所原拟安排顾夫人在所里工作，每月便有一些收入。
父亲考虑到顾先生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顾先生的藏书的保存，就提议说：顾夫人解放后没工作过，
工资定高了，必定有人不服，定低了不够用。
建议所里将顾爷爷的10万册书收藏，给家属几万元折款，以解决顾夫人以后的生活。
当时所领导有点犹豫，毕竟在1980年时几万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父亲时任陕西师大的副校长，于是说如果历史所有困难，陕西师大可出面收藏，不过折款不会过高。
最后还是社科院方面决定收藏了顾爷爷的10万册书，顾家生活解决了后顾之忧。
由此，顾爷爷的丰富藏书也得以完整保护起来，真是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遭受磨难的情谊白寿彝先生与父亲的关系，按父亲的说法是亦师亦友。
父亲对白伯伯的指导是无不听从和身体力行。
　　1950年代，白伯伯让父亲把发表过的文章合起来出一本集子，并介绍父亲与三联书店的编辑吕一
芳先生认识。
经过几年的准备，1963年出版了由白伯伯起名的《河山集》，出版社的美编特别选择岳飞的书法
中&ldquo;河山&rdquo;二字做封面设计。
谁知到1966年&ldquo;文革&rdquo;开始了，由于父亲的政治经历简单明了，为了打倒父亲，造反派就
在《河山集》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上做文章。
他们牵强附会地说此书是配合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替蒋高叫还我河山。
给父亲安的罪名是&ldquo;蒋介石的黑谋士&rdquo;，为此遭受斥责殴打。
&ldquo;文革&rdquo;结束时，有好心人对父亲说，要接受教训，以后出书千万避开&ldquo;河山&rdquo;
二字。
　　父亲听后对我说：《河山集》是白伯伯起的，有价值有意义，以后出版的书全叫《河山集》，二
集、三集等等。
&ldquo;文革&rdquo;结束后，我和哥哥去看望白伯伯，白伯伯问我：你父亲在&ldquo;文革&rdquo;中定
什么罪名，我说是&ldquo;反动学术权威&rdquo;。
我觉得我父亲只是教授，哪里是权威，只是为了打倒他才提升为权威。
白伯伯说：权威没错，南谭北史谁不知道。
只不过不反动。
父亲做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的机会较多，每次去必见白伯伯，而且总是先汇报自
己所做的工作，再听取白伯伯指导。
　　有一次父亲回来对我学说白伯伯的话，白伯伯对父亲说：现代中国历史地理是一门独立学科，必
须有学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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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生作历史地图集，侯先生搞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建立学科理论的重担你可以来承担。
父亲听完后，顿感压力之大超出承受力。
但对白伯伯的话只有听取、实践，于是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研究包括了黄土高原、黄河、历史农业地
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地图学、中
国古都学等许多领域，采用借助文献并通过实地考察去伪存真等科学方法，为建立起现代中国历史地
理学科理论基础作了不懈的努力。
父亲与白伯伯的学术友谊，白伯伯的同事、深深了解他们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教授曾写过一篇《
史学家的河山之恋》的长文，将他们的高贵品格展现世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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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世林经过了长时间与大师的接触，与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史念海百年诞辰之际，约请了学
术界许多著名的学者及史念海先生的家人、弟子撰写了回忆文章，真实地再现了大师的业绩及不为人
知的人生经历。
文中还配有珍贵的照片和手迹，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认识一代学术大师提供了一部真实、可信的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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