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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年同志是我国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评价大年同志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应该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学术研究：一是他所做的学术组
织和领导工作。
我个人以为，不论从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来说，也不论从客观影响和效果来说，后者都是更加重要的一
个方面。
即使谈他的学术成就，如果不考虑他那些具有深邃思想和丰富内容的作品，是在大部分精力投入各式
各样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和表现出来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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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秋光，1954年生。
湖南耒阳人，现为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湖南省政协常委、长沙市政协副主席、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主攻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史。
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课题24项。
已出版学术著作22部（含主编、合编），发表学术论文182篇。
代表作有《熊希龄传》（专著）、《中国慈善简史》（专著）、《红十字会在中国》（专著）、《近
代中国慈善论稿》等。
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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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932年开始，直到1935年，断断续续四年，刘大年在华容县城万圣堂程姓大地主家上爨学。
万圣堂程家大概有四五百亩地，或者更多，家里还有花园。
在华容县，这样的大地主家庭并不很多。
在全县的排名中，程家起码是第三或第四家。
大地主程老先生是个知识分子，为人挺忠厚老实的。
程老先生的儿子程稚香是刘大年非常要好的同学。
程稚香对刘大年写的诗词及小品文等很欣赏，两人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
刘大年能够住在程家读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程稚香是好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此时在程家教爨学的老师是教过刘大年父亲的蔡瑞芝。
蔡一名又襄。
宋朝有个大学者叫蔡襄，蔡瑞芝取名蔡又襄，既表明他对蔡襄的崇仰，又表明他对自己的期许。
蔡老先生在本地被称为理学家，是位理学型塾师，教的学生众多，教学的内容是“讲经读史”，实际
上是一部《四书》和一部《资治通鉴》。
学生先后约二十多人，多是本地富家子弟。
他对刘凤翥这个学生很看重，对刘凤翥的儿子自然也就有着一种非同一般的感情。
蔡瑞芝在程家教爨学，刘大年住在程家是最理想的了。
　　刘大年师从蔡瑞芝，学的是国学。
爨学这几年，使刘大年的国学根基得到巩固。
蔡瑞芝对学生要求甚严，他开的课程基本上要学生背下来。
那时，刘大年的记忆力很强。
上《左传》时，每学一篇文章，老师从头读一遍，讲一遍，然后要学生讲一遍，讲完后再仔细看一遍
。
这道教学程序一过，刘大年便能将几百字或上千字的文章记下来，再读一遍就可以背下来了。
半年终了时，老师要学生把所学的文章通通背诵一遍。
《左传》有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刘大年能够一口气全
背出来。
这样的学生，蔡瑞芝遇见的并不多。
　　爨学的几年，也开阔了刘大年的视野，增强了他了解外面世界的热望。
蔡瑞芝早岁到省城长沙参加过“秋闱”，颇知故老相传的曾国藩、左宗棠、大文人王闾运等湖南人物
掌故。
他提到曾国藩总要敬称“曾文正公”。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大年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