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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版 华夏·翰墨

■编者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汪朝光，多年

来致力于近代史、民国史与辛亥革命研究，参与主编 《中华民国史》

《中国近代通史》等多部重要论著。本期纪事邀请汪朝光结合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述辛亥革命研究的经历

经验与当代意义等。

第7版 悦读·连载

第6版 艺文·荟萃

丝路地标
冯 并

阅读改变世界
朱永新

国美油画：扎根于时代沃野
许 江

一

1977年11月，我参加了恢复高校招生
考试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顺利考上南京
大学历史系，度过了4年的大学时光。77级
的大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年龄相差悬殊，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但都有
一个共同点是，热爱学习、勤奋向上。让我
至今都记忆犹新的是，入校 2年后，校园门
口开了家小书店，每天开门前，都有学生在
门前等候，就为了买到自己心仪而又数量
有限的新书，可见大家当时对知识之渴望
以及对学问之执着。

1981年 9月，在大学即将毕业前，我参
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选择的导
师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
所长的著名史家李新先生。幸运的是，再次
一考得中，进京就学，我从此踏入了近代史
研究的大门，而领路人正是李新先生。

我从李新先生处学到了许多学问之
道。因为当时招生人数有限，无法开大课，
我的专业课多半是去李新先生家中，面对
面地听他讲课。讲课方式不拘一格，讲的内
容也不拘于课程大纲，而且我可以随时发
问，老师随时解答。李新先生有丰富的革命
和领导经历，对历史认识很是深刻，再加他
用韵味悠长的四川话说来，不仅有趣耐听，
而且引人深思，加深了我对历史全方位的
认识。

现在想来真是够“奢侈”的！一位学界
大家，对着一位刚刚入门甚或尚未入门的
青年学子，娓娓道来、循循善诱，这种经历
大概并不是每个求学者都能得到的。这段
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经历，令我终身受用。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
民国史研究是由李新先生开创的事业。李
新先生治史，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和“论从
史出”，即便是在民国史学科初创时期，研
究不够、史料不足，他仍秉持这样的原则，
严格要求研究者，使民国史系列著作具有
了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今天回望，即便是 40 多年前最初出版
的一批民国史著作，仍然可以基本站得住，
仍然是后人学术研究无法绕过的必备参考
著作。这并不是所有学术著作都能做到的，
而这恰恰体现出李新先生治史的高远眼光
和洞察力！

二

说来也巧，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著名
史家的金冲及先生，和李新先生住在一个
大院中，两家相隔并不远，互相也都熟悉，
而且我的专业课，也是常到金冲及先生的
北京家中听他讲授，自由讨论。以金先生从
事专业研究时间之长、涉及之深，对史料如
数家珍、对史实随手可得，兼以宏观见识下
的评说，我也因之获益良多。

金冲及先生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因为
成长在上海的沦陷时期，后来又主要在国
统区做地下工作，他对民族解放和人民革
命的对立面——日伪和国民党统治的认识
自有其独到深刻之处，也大有益于他的
研究。

他曾和我谈过，也曾在公开场合不止
一次说过，他参加革命，没有任何功利诉
求，而是因为他通过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种
种事实，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不得人心，从
而投身革命。所以，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特
别强调人心向背的作用。

金冲及先生的研究原先主要集中在近
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研究，可谓这个领域
研究的大家名家，出版的多部论著至今仍
为学界所看重。这也让我在近代史研究时，
开始关注辛亥革命这一领域。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金冲及先生调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研究。中共第一代领
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的
传记，都是金冲及先生主编或经过他审稿。
他担任主编或审稿，不是挂名，而是真正做
事，对书稿看得非常细致，改得非常认真。
他曾对我说，他转入这个领域时已年过五
旬，怎么把事做好，只能是通过自己的努
力，多看史料、多读书，尤其是要多思考。

金冲及先生这种严谨不怠的治学精
神，始终影响着我。

三

辛亥革命研究是近代史研究或民国史
研究不可绕过的重大课题。在研究辛亥革
命中，我非常注重孙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

共产党精神之间的关系。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也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从 1911年的辛亥革
命，到 1921 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历
史在 10 年间走过了一段曲折而艰辛的历
程。军阀当道、政治动荡，辛亥革命的领导
者孙中山先生，为了维护革命的成果，虽在
这 10 年中不断奋斗，但屡受挫折，备尝失
败之痛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深入认识中国

国情的基础上，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纲领，开始了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进而实
现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孙中山先生在实
践中认识到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
荡，毅然决定与中共合作，并在中国共产党
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新三民主义和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推
动 了 北 伐 战 争 的 实 现 和 大 革 命 高 潮 的
到来。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做到晚年思想
认识和政治实践的飞跃，其中重要的一点
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的
品格。从创立兴中会、同盟会到改组国民
党，从反对君主专制统治到反对帝国主义
压迫侵略，从学习西方到学习苏俄，从三
民主义的旧义到新篇再到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依靠旧军到创立黄
埔新军，孙中山先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
列，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品格，锲而不舍、孜
孜以求。他坚信，“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
错节然后知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
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
者”。

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强调与时俱进，注
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不同的形
势和要求，确定不同阶段的路线、方针、政
策，从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

标之下，达成分阶段的任务，并由分阶段的任
务汇总，达成总目标和总任务。从 1921 年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历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再到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时代，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与
时俱进的思考和品格。这也体现出从孙中山
先生思想到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历史传承。

四

在10月 9日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
和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指出：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
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还指
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
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
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
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深刻说明了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
重要地位，也深刻说明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共
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关系，从而为
我们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确
立了思考的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还着重提出了辛亥
革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五点历史启
示：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
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道路是最根本
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必须依靠中国人
民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
上一切风险挑战；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
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对
辛亥革命历史经验及其启示的科学总结，事
实也是如此。

辛亥革命之后，国内政治乱象丛生，军
阀当道、武人横行，引进的西方政体徒有其
表，从未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孙中山先生当
年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他实行国
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走苏俄式
道路的转变，并且取得了相当成效。天不假
年，孙中山先生早逝，未能实现其理想和抱
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并且大
大超越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使今天的
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
历史性变化。

抚今追昔，我们更可感受到当年先辈探
索的艰辛，更可珍惜当下发展的可贵，更应该
发挥学界的能量和特长，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精神，在辛亥革命研究中深入探
索，努力进取，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为人民做
学问！

以史为鉴 为人民做学问
——汪朝光的辛亥革命研究历程

口述/汪朝光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张丽

“金冲及先生在学术研究同时，还
曾多年担任行政工作，需要花费相当时
间和精力。但他的长处在于，心无旁
骛，只要有空闲时间，哪怕是一天甚或
几个小时，也能迅速进入研究和写作境
况。他的许多著作，就是这样写出来
的，而且都是在不用电脑的情况下，一
笔一笔写出来的。这是他的工作，更是
他的兴趣和爱好。”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汪朝光谈起
诸位先生对他学术研究的影响，有感于
金冲及先生的治学态度，不禁侃侃
而谈。

他看到了金冲及先生把学问当作兴
趣与爱好时的“一发不可收”，特别是退
休之后，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金冲及
先生更是笔耕不辍，几乎每年都有新著
新论问世。汪朝光钦佩于老人充沛的精
力：“须知金先生已是90岁的老人了。”

汪朝光也曾多年在行政管理岗位待
过，面临着工作与学术兼顾的情景。而金
冲及等诸位前辈大家的亲身垂范与耳提面
命，得以让他避免了不少弯路，在任何时
候都始终保有做学问的兴趣与爱好。

纵观古今中外，又有哪位大家不是
将学问当作爱好与兴趣来对待。思想家
卢梭说过，“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
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
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
研究学问的方法。”哲学家张载也认为，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
科学家爱因斯坦则更为直接，“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

而今，汪朝光刚刚卸任所长职，他对
学术仍然有浓厚的爱好与兴趣，相信定会
在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厚积薄
发”，转化为各种形式的成果呈现在读者
面前。

把学问当作自己的爱好
本报记者 张丽

记者手记：

临潭，是一场美丽的相遇
任启亮

“九九重阳”不是
“九九艳阳”

李汉秋

▲《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
《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汪朝光 著

▲2010年汪朝光 （右） 与金冲及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民
国的初建》汪朝光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