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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

前言

《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是献给我父亲的，是寄托我对父亲的深深怀念，是对父亲往
事的寻思。我从未写过长篇书稿，为了父亲，我去努力，力求写得全面一些，完整一些，但我的水平
的确有限，往往力不从心。自父亲去世以来，我总觉得应该把我所知道的父亲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使
大家更多地了解他，并从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收益，这也就达到了我撰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了。“彰往
知来”是父亲喜爱并经常提及的词语，后来又成为了他的座右铭。中国成语中的“彰往察来”或“彰
往考来”，是指记载往事不使湮灭．据以考察未来。《周易·系辞下》记载：“夫《易》彰往而察来
，而微显阐幽。”亦作“彰往考来”。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
来，情见乎辞。”父亲所及“彰往知来”出自成语，而又一字之差，就其中之“察”或“考”，变更
为“知”字，在这里面必然也融合了父亲的理学思想。“彰往知来”，做到了“彰往”，其目的是为
了“知来”。要做好“知”是很不易的，但一定要努力去做。父亲一生寻觅“彰往”，追求光明，投
身进步事业，与时俱进，奔赴“知来”。父亲始终铭记“彰往知来”，认为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
地认识和指导现实，观察和展望未来，从而自觉地适应历史的进步，力求推动历史的发展。父亲曾明
确指出：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或研究历史很不够，这不是民族的光荣。我们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更应
该看重自己的历史，看到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的成绩。父亲始终把史学工作视为神圣的事业，把从事史
学事业作为伟大的使命，这是他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也为此献出了他的全部智慧，乃至生命。父亲那
一代知识分子，正是在民族、国家和人民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毅然地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最后和
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成员。历史和时代也正是铺垫着这样一条奋斗的大
道，成就了这样一大批在这条大道上迅猛奔跑着的、学有所成的学者。他们为理想和信仰、为民族解
放而奋斗是那样的坚定而执著、努力而不懈。我的父亲正是这样一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学者中的一名。
我还记得在庆祝父亲九十华诞的大会上，父亲诚恳而又乐观地表示：自己虽然90岁了，还是要和同志
们一起继续奋斗下去；多吸收精神上的氧气，多写出一些为当代人所喜爱的历史书，争取再过上一
个90岁。当时的父亲已是重病缠身，身体虚弱，长期住院治疗，依靠轮椅代步。父亲处在这样的情况
下，竟然还讲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其所映照的精神境界，的确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祖国的
改革开放，给史学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父亲终于赶上了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时代，他希望自己争
取再过上一个90岁，好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中华民族，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再多做点工作，再多写
点让大家喜爱的历史论著。他对中国史学事业的前景充满了无限的期望。我在《彰往知来——父亲白
寿彝的九十一年》中，除了回忆父亲及其家人，同时也在适当的篇幅中叙述了父亲的老师等前辈、同
代的好友、同人以及他的学生等后人。他们都是和父亲在一起奋斗过的，他们早已与父亲融成难以分
开的整体。但因仅限于我所了解，挂一漏万者肯定还有很多，这是我的最大遗憾，也只好在此深表歉
意！我再一次强调：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与父亲多年共同奋斗的同志和朋友，也就没
有我可爱的父亲所开创的史学事业，更没有可敬的父亲所做出的一切。父亲今天的一切，就是他和他
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的一切！这是父亲在生前多次真心实意对我反复讲过的。他希望和同志们
继续奋斗下去，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倾其全力。我和父亲整整一起生活了54个年头。在这些年里，
我们共同快乐过，也一起困苦过，但我们绝没有一起懊丧过。要问为什么？因为父亲是一位真正拥有
革命胸怀的历史学者。他总是给我带来希望、快乐和启迪。我时常在想，我真正了解父亲吗？在父亲
去世之后，我开始陆续整理他的遗物，看他写的书籍和文章、工作及生活的老照片、“文革”期间的
“思想检查”和“认罪书”、不同时期的奖状和获奖证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的通知书、
请柬等等，仿佛才感知父亲过去所做的一切；仿佛才开始懂得一些父亲的所作所为；仿佛才刚刚悟出
了一些父亲为人做事的道理，这一切的一切可能就是父亲人生的真正内涵吧。父亲的一生，几乎横跨
了整个20世纪。20世纪是动乱的世纪、惊人的世纪、飞速发展的世纪，更是充满了希望、进步和美好
的世纪。这个世纪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壮举，让我们去追寻，去回忆，去思索！《彰往知来——父亲白
寿彝的九十一年》“彰往”了父亲40岁之前，也就是旧中国的“像逐水浮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
眷口东西流浪着”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他从启蒙老师那里受到了修齐治平、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
任、中华民族一体的熏陶；目睹祖国河山碎裂、生灵涂炭，于是求知，于是寻找真理，于是在‘嗷嗷
八口一蓝衫’的环境中坚信未来，于是不断笔耕、‘舌耕’，于是不但找到了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宽
阔大道，也找到了把自己的一切和亿万中国人民血肉般联系到一起的人生正途。”这本书也同样“彰
往”了父亲40岁之后，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机会学习辩证唯物史观。他在后半个世纪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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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

不懈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史学教学和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新中国、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的史学工作者。他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在不断地创新，总是不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继续学
步，奋发进步，用他的话来说是“学步”，是不断“摸索”、“探索”。父亲故去后，党和国家给予
他充分的肯定和荣誉，称他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
一生同样是辉煌的一生！作为父亲的儿子，我将这本承载了家人的敬仰与爱的《彰往知来——父亲白
寿彝的九十一年》献给父亲生前的好友、同事，献给曾经相识以及不曾相知，又总是在关心着我们的
朋友们！我真心地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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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

内容概要

《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中作者除了回忆父亲及其家人，同时也在适当的篇幅中叙述了父
亲的老师等前辈、同代的好友、同人以及他的学生等后人。他们都是和父亲在一起奋斗过的，他们早
已与父亲融成难以分开的整体。
《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也同样“彰往”了父亲40岁之后，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
机会学习辩证唯物史观。他在后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史学教学和研究，从而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新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史学工作者。
他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在不断地创新，总是不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继续学步，奋发进步，用他的
话来说是“学步”，是不断“摸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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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传统(1909年——1925年)1 金鸡报晓2 开封世家3 传统教育4 求学兴趣5 了解世界第二章 磨
砺(1925年——1933年)1 上海文治大学2 回民沪案后援会3 中州大学4 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
必要和应取的方向》的发表5 开创初始的民俗学6 燕京研究生7 父母的婚事第三章 选择(1933年——1939
年)1 第一部专著《朱熹辨伪书语》的出版2 从研究本民族的历史着手3 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第一篇专
论4 我国的第一部交通史5 西北考察及其《行纪》6 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族应有沉重的负担第四章 正
途(1939年——1949年)1 辗转云南昆明2 在云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3 对中国回族人民生存与尊严的灭
绝挑战4 《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等著作的出版5 我国首部回族专题史料书：《咸同
滇变见闻录》6 首篇史学史的文章：《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7 在人生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历
史阶段8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笑了第五章 安定(1949年——1966年)1 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时代2 “像逐
水浮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结束3 《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等文的发表4 历史文献科学性认识
的《回民起义》5 毛主席批准成立“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6 关于历史教学的第一篇文章7 毛主席亲切
地说：见到了你写的文章，写得很好8 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9 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10 历史学科基本训练的几个有关问题11 史学史研究的起步与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12 “学着试
步”的《学步集》13 赶紧走上史学史研究的大道14 热心于中国对外友好工作第六章 无愧(1966年—
—1978年)1 吴晗的“反党”2 “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3 “反动学术权威”点校《二十四史》4 母
亲永远地走了5 考教授时交“白卷”6 “儒法斗争”的政治风浪7 响应周总理的提议，编写《中国通史
》8 父亲的小孙子白鹏第七章 通变(1979年——1988年)1 《中国通史纲要》及其《续编》2 荣获国家优
秀教学成果奖3 从《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到《史学史研究》季刊4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与《史学概
论》5 关于史学上的重要问题6 《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7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8 老人的“通变
”9 《回族人物志》的出版10 《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册第八章 新路(1989年——1999年)1 学术活动60年
、高校执教50年2 回族的教育以及《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出版3 八十五诞辰与《史学论集》4 首次
颁发“白寿彝史学论著奖”5 喜事多，第四次登上天安门城楼6 47年汇成《中国史学史论集》7 最后的
教学改革意见8 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的关怀第九章 丰碑(1999年4月26日)1 双喜临门的好日子2 历史赋予
的使命3 争取再过上一个90岁4 新世纪的展望第十章 彰往知来(1999年4月26日——2000年3月21日)1 父亲
病倒了2 万分悲痛的日子3 难以忘却的关怀4 永生难忘的师生情谊5 老、少携手走新路6 与两位大学子的
交往7 老少研究生痛悼恩师8 一名普通学子的感恩9 遗稿成书，心愿已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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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

章节摘录

1 金鸡报晓父亲出生于1909年2月19日，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后第四巷l7号白家大宅院里。白家祖上多为
单传，我的祖父就是独生子。但从祖父开始便连连得子。在我的父亲出生之前，祖父已有两个儿子了
，还有三个女儿。但他仍旧急切地盼望得到第三个儿子，以便家丁兴旺，光宗耀祖。。这时，祖母已
怀上了他们的第六个孩子，再过几天，便是临产的日子了。祖父异常兴奋，在他想象之中的第六个孩
子一定是个男孩，一定更聪明，更有出息，出类拔萃。祖父急切盼望着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父亲的
祖母早已故去，父亲出生之前，只有他的外祖母带着帮手，在祖母的房间里准备着，忙活着。祖父和
他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在相隔不远的一间客房里，焦急地等待着自家“老六”的出生。几天前开
封就刮起了大风，而且越刮越大。狂风呼叫着，似乎要把天撕破，而且绝没有停止的迹象，搅得整个
开封天昏地暗。这一切使得自家老小心情不安，格外焦虑！尤其是祖父，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的。1909年2月19日，狂风突然在黎明时分停止，随后四周一片寂静，连一点点响声都难听到
。天空突变，瞬问大亮，让人觉得实在出奇。此刻，产房那边突然传出了父亲外祖母的喊声：“生了
，生了！是个大胖小子！”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刚刚出生的婴儿怎能没有哭声呢？
这使得白家老小一阵慌乱，不知所措。只见那婴儿的脸庞涨得通红通红的，这下子可急坏了她老人家
，不知如何是好，着忙之中抄起一张红纸剪成个喜字，马上用嘴朝着它就“噗——噗”地用力吹了起
来。可是全然没用，还是不见那婴儿的啼哭声！于是她又用尽全身的气力朝着那红喜字又是“哈！哈
！哈！”几声大呼，这下可真灵啦！婴儿突然“哇——哇——哇”地大声啼哭起来，而且哭声越来越
大，白家老小顿时发出一片喜庆的笑声。婴儿迟来的啼哭声，白家的欢笑声，划破了此前的寂静，格
外的响亮。婴儿的脸蛋儿仍旧通红通红的，四肢用力地伸展着、踹动着，仿佛有用不完的力量！父亲
的外祖母惊喜之后，便是开怀大笑。她老人家还念念有词地说：“今年是旧历鸡年。大鸡年，富贵年
！外孙孙是金鸡报晓呀！”祖父大人喜出望外，心里想着自古有人称鸡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
》中说公鸡具备文德、武德、仁德、义德和信德。他决心一定要将小儿子培养成具有五德之人！祖父
大人，从此对父亲寄予极大的希望。那时，伴同婴儿降生的便是缕缕阳光，从窗外投向屋内，普照着
自家的每一个角落，温暖着自家的每一个人。祖父越来越深爱他的小儿子，便起名“寿彝”，字“肇
伦”，回族经名“哲玛鲁丁”。名字的意义是：“万寿礼鼎”，是个宝贝；“始起天伦之乐”，吉祥
如意。“哲玛鲁丁”又曾为一位穆斯林大学者的名字。看来祖父对-父亲寄予的希望决非一般。2开封
世家当父亲回忆起我的祖父、祖母时，总是流露出那种真诚的怀念；当他回忆起他的童年和少年时，
总是流露出那种深切的思念；当他回忆起他的故乡开封时，又总是流露出那种难以割舍的挂念。父亲
曾试图查寻、探索过自家祖辈的由来。他原以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应该作为白氏宗族的发祥地。据
考证，中国约有五分之一的姓氏，按其族谱记载都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为起源地，此后又因明代初
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而漂泊到祖国的东西南北。父亲后来就此查证，虽然没有发现山西洪洞县有白氏
族谱，但是确认了回族中也存在与汉族相同的大槐树下宗族发祥地的传说。中国回族是产生于本国的
民族，而非外来民族的观点也能在此得到证明。至于白氏宗族的根源，家族的延续又是怎样，至今仍
难定论。听父亲讲，有据可查的是在近代开封回族中出现过四大家，即魏、杜、李、白，也为“四大
姓”。这里所指的“魏”，即魏子青（1870——1928年），开封市人，他创办了开封、郑州的三座电
厂及其他工商业，是河南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先驱、爱国者；“杜”，为杜秀升（1881——1960年），
开封市人，长期经营面粉加工等工业，解放前历任开封总商会、河南省商会会长，著名企业家；“李
”，至今不详；而“白”，就是指我的祖父白吉甫。白姓回族世家原本就一直生活在开封市郊外的农
村。曾祖父原是河南开封东乡阮楼村人，后迁至开封市内生活。曾祖父在开封市的南土街开了个卖青
果的“穿心店”，靠着做水果小本儿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他的身体很好，只是眼睛近视，高寿
九十多岁。我的祖父没有上过学，但十分勤劳，很会做生意。在现在有关父亲家世的记叙中，大多作
者称父亲出自“书香门第”，这是不确切的。我的祖父文化水平也只限于记账所用的文字及数字，真
正的“书香”也是从我的父亲这里飘出，便也称不上“门第”了。我的祖父，从回族民族工业的创业
阶段起步，就相当出色，生意做得很成功。他曾同他的合伙人魏子青、杜秀升在开封和郑州两市开办
经营了“开封普临电灯公司”（1910年）、“丰乐园剧场”（1910年）、“郑州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
司”（1914年）、“第一百货商场”（1923年）和“丰乐楼饭庄”（1923年）。他在开封城内购置了
房产，在乡下购置和典当了土地。这样的家庭算是一个工商业民族资本家的家庭。祖父白吉甫是当时
的新兴爱国实业家。我的祖母钱相云是河南开封朱仙镇人，她当时以能诵读《古兰经》而受到当地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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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的尊重。祖母对家人很好，对她的公公极尽孝心。那时白家人口最多时可达23人，但祖母总是默
默地操持家务，任劳任怨。据说，当时的回族妇女都是这样的贤惠和勤劳。我的父亲深爱着我的祖母
，她去世时仅69岁。当然，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寿了。祖父白吉甫的三个儿子，依次排行为大伯白寿
康、白寿昌和父亲自寿彝。回族前人都有练武健身的习惯，祖父自幼练武，也让他的孩子们操练。他
要求他们每天踢腿150下。父亲自小身体较弱，为了帮他强壮身体，兄长们常帮他练武，也常带他去放
风筝。祖父为此也在庭院里专门搭起了秋千，让父亲玩耍。经过长期练习，后来父亲的石锁舞得非常
好，一次可舞上百下，身体也比过去强壮多了。当时，祖父一家的日子过得非常温馨。自20世纪20年
代以后，由于外国列强对华的军事入侵，随之带来的是经济的侵入和掠夺。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
，人民生活不安。作为工商业民族资本家的祖父很难再维持营生，家境渐趋破落，这使白家的日子也
越加难过。l932年，我的祖父因病故去，那年他老人家已82岁高寿，遗产所留不算多，当时只有支出
并无收入，不多日子，几乎一无所有。白家只好被迫搬到烧鸡胡同，租借许亚青先生的家房居住，日
子也就更难维持了。祖父和祖母，我都未曾见过。“文化大革命”前，父亲的书桌抽屉里还珍藏着祖
父和祖母的遗像。我出于好奇，趁父亲不在家时也曾“偷”看过。因为父亲从不让我们孩子甜翻他的
抽屉，这也算是家规。我的父亲看来长得又像祖父又随祖母，但还是像祖父的地方多些，这主要体现
在父亲的脸形及五官上。“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家后，祖父和祖母的遗像就再也找不见了。我
的老祖们也就更没有见过了，父亲也未曾存留过他们的遗像，也未曾过多地与我谈起。不过，我的父
亲很想念我的祖母，一直都很想她。在父亲病重的那段时间里尤为突出，他不时对我说起我的祖母，
并要我去祖母的墓前代他好好看看他心爱的母亲。可是此前，他从来就没有提过祖母的墓地在哪里，
当我再问起时，他也说不清楚了，病魔那时已摧毁了他的记忆。今天，当再提起此事时，我仍然一直
为之愧疚，我又怎样去圆父亲的这个“梦”呢！3传统教育我们从小就很爱听父亲讲述河南开封，都
很喜欢河南开封的历史传说和许许多多的故事。历史悠久的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发
祥地。古往今来，河南孕育了许许多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史学家、外交家、
文学家和诗人，也正是他们的世代奋进，才创造了黄河的中原文化。从小，父亲就告诉我们籍贯是河
南开封。开封是一座有着两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名城，位于河南省东部，l982年又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
历史文化古城。开封和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一起，统称中国六大古都；又称“七朝都会”
，即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以及北宋和金的封建王朝都曾在此建都。开封最辉
煌的时代应为北宋，当时开封改名东京，在北宋长达l67年的历史中皆为首府。当时的开封是我国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口高达l50万，也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之一。宋徽宗时期，张择端描绘的“
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呈现从开封郊外到市内汴河沿岸的神奇风景，生动地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全盛
时期开封的繁荣景象。如今，依然让人们观赏的开封“铁塔”，原名“开宝寺塔”，塔壁为茶色琉璃
砖瓦所筑，观之似铁，故此也巧取名为“铁塔”，康有为称之为“天下未有之奇宝”。父亲儿时就经
常在铁塔脚下玩耍和读书，十分喜爱观赏铁塔建筑的奇妙。幼小的父亲一直为故乡所陶醉。开封市城
区的东北部为顺河区，秀美的惠济河从这里流过。那里是开封回族聚居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家祖辈生
存的地方，父亲也出生在那里。顺河区是回族区，可分为城内、城外两部分，东西长而南北窄，似长
方形布局，总面积约30．24平方公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是过日子的好地方。顺河回族辖区内的
文物古迹比较多，除铁塔之外还有东大寺、北大寺、文殊寺、双龙巷、白衣阁，它们分别为国家级、
省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当今的《开封顺河回族志》中也曾多处提及哲玛鲁丁？白寿彝，并受到
称颂和爱戴。开封的东大寺（东清真寺）坐落在清平南北街路西，在其他清真寺的东边，故名东大寺
，建筑外形硕大肃穆，外观古色古香，故名东大寺，也是开封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据东大寺保存的康
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重建清真寺碑”记载，东大寺建于唐代贞观二年（628年）。东大寺内至今
仍珍藏着这块“精忠尚武”的匾额。据证，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的部下、回族将领常遇
春占领了开封，为了继而攻战北京，就在开封当地招兵买马。当时许多勇敢的回族青年应征入伍，深
深地感动了朱元璋。他从南京赶赴开封，亲自给东大寺赠送了这块“精忠尚武”的匾额。开封回族前
辈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英雄事迹，令幼年的父亲敬佩和崇尚，并深受教育。他立志要像英雄们一样
，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东大寺历代的阿訇都重视兴办“经学”和“武学”，他们把华夏文化和阿
拉伯文化融为一体，为国家和民族造就了一批批有用之人才。据开封的老人及开封市伊斯兰教协会会
长李文章先生讲，“白寿彝本家应属东大寺坊”。这里所指的“坊”，应称为“教坊”或“寺坊”，
是回族特有的传统组织形式。开封原有十三座清真寺也就有了十三个寺坊。回民百姓常以清真寺为中
心进行宗教活动，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场所，东大寺一直是开封市最具影响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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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小就生活在那里，也曾在东大寺内学习阿拉伯文和练功、舞石锁，既习文又练武，习文是学文
化，练武为健身。东大寺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也为父亲逐渐所知，并从中受益匪浅。父亲从小就酷
爱读书，6岁时跟随我的姑奶奶习颂《古兰经》。姑奶奶是位女阿訇，能写一手漂亮的阿拉伯文，在
当地名声颇大。父亲经常去她那里，以《古兰经》为课本学习阿拉伯语，并从中体味伊斯兰教的教义
，逐渐熟悉并渐渐地也能读好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字也能写得不错，时常受到姑奶奶的表扬。姑奶奶
非常喜爱这个学习专一，用心攻读，聪明听话的侄子。父亲那时经常陪伴祖母去姑奶奶所在的南教经
胡同女寺（女寺为同坊的妇女所建，当时的东大寺教坊有三座女寺）礼拜。从那时起，父亲就开始不
知不觉地受到了回族传统的教育。开封的回族人民及东大寺闪烁的光辉，照亮了父亲的一颗少年的心
，使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回族，热爱这个民族为故乡和国家所创建的丰功伟绩。这也为父亲后来的回族
史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4求学兴趣父亲自幼就为开封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内涵所打动、所熏染
。开封是孔孟留下足迹的地方，也是著名文学家、女诗人蔡文姬，“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唐书
》和《贞观政要》的编者吴兢，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崔瀛等著名文人的诞生地，由此也使少年的父亲
引以为荣。出于敬慕和“好．奇”，父亲也时常找来与他们相关的书籍来看。开封自元代直到明代，
兴建了许多书院，后又创办了河南省最初的大学。开封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
历史中，在中原地区都起到了文化中心的作用。中华民国年间，开封是河南省会，这里人才荟萃，兴
办教育，思想率先。这对于生在开封，长在开封，在开封接受幼儿甚至初、中级教育的父亲来说，河
南开封祖先世代所开创的一切都为他的成长提供了独特而又优越的条件。这对于他今后的学习、思想
以及所要走的道路，影响都是十分重要又十分深远的。1916年，父亲7岁时，便进私塾学习。光绪三十
一年（1905年），满清下令“废并科举，兴办学堂”。河南省的第一所回族学校“养正初等小学堂”
就在开封东大寺前院成立，由于校舍和教学设备不足，招收学生也不足100人。民国元年（1912年）更
名为“开封私立养正初级小学校”，郭荩臣先生任校长。这所学校虽然离自家很近，并已开办11年了
，但祖父还是担心，认为一群孩子在一起学习，又只有一位先生教，怎能教好？为了让父亲从小就能
学到更多的真本事，祖父左思右想，还是决定花大钱请来有学问的先生，在自己的家里开办了私塾。
父亲那时的启蒙老师是郭先生，开封东乡阮楼村人，开始时他只教《三字经》。后来又请来邓先生，
他是朱仙镇人，秀才出身。父亲便开始跟他读《四书》、《书经》、《诗经》、《春秋·左传》、《
论语》、《大学》等等。邓先生要求我父亲先要会读、读好，然后会背诵。背诵时的熟练程度要达到
先生读出书中的某一句后，父亲马上要接着这一句背诵下去，不得有误，但邓先生不要求父亲会讲解
清楚古文句词的含义。邓先生的这种教法，使得那时的父亲可真是吃了大苦。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
倒反而使父亲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史素养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邓先生曾问过父亲读书是否很
苦？父亲反而笑着说：“读时苦，背会了甜，考后先生说好，学生会很快乐！”这样的好学生，当邓
先生与他人谈及时，总是赞美有加。父亲9岁时得了一场大病，险些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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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彰往知来——回顾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是献给我的父亲白寿彝的，是为纪念父亲2009年2月19日
诞辰100周年而作。在《彰往知来——回顾父亲白寿彝的几十一年》的酝酿和编辑过程中，首先得到哥
姐们和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的二姐白新生尤其如此，其中也融进了她所付出的心血和对我父
亲的爱！当然在文中也编入了同志们大量的好文章，因为我的水平有限，有时又作不出更合适的表述
，只好袭用了一些作品里的成文。因为本书是回忆录，我对于材料来源和吸收别人的成文都没有注明
，只好在此再次歉意，也向同志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在我的编辑工作上，曾得到了我的朋友刘小源
、于滨尽心地支持和帮助，在此诚挚地感谢。我还应特别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同志们，尤其是庞洋
、姚远、葛忠雨、张海元等各位，他们为我的这本回忆录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并付诸了具体的行
动，他们付出的太多了。我再一次表示由衷地感谢。《彰往知来——回顾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在
编辑工作上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朋友们的指正和谅解。我再次对曾经支持和帮
助过我的所有的同志们、朋友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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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由白寿彝之子白至德撰写，该书以感人的笔触，记录了白寿彝这
位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为中国史学界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父亲白寿彝的一生
，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20世纪是动乱的世纪、惊人的世纪、飞速发展的世纪，更是充满了希望、
进步和美好的世纪。这个世纪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壮举，让我们去追寻，去回忆，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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