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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日记》

内容概要

葛剑雄整理，1998年文汇社出过。内容分“土改日记”、“京华日记”、“文革日记”、“虔诚的忏
悔——思想改造手记”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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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日记》

书籍目录

前言
再版前言
土改日记
京华日记
“文革”日记
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
谭其骧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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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日记》

精彩短评

1、如果能加上1957-1958年这段就更好了。。嘤嘤嘤。。
2、没看出珍藏版有啥特别的地方，除价格外~
3、新版。。。
4、附录的学者检讨部分很有趣，大家都有擅自使用试题纸这种贪污行为。。。
5、这部书前半部是谭其骧土改日记、文革日记，后编小半是建国后复旦大学教授的检讨材料。日记
材料其实还是流水账，但是后面的检讨材料就是好的传记材料了。其中著名的教授有胡厚宣、陈守实
、周予同。这些检讨可以作为上述教授的传记资料来看，当然需要小心其中的时代背景。另外，教授
们要交代自己的落后思想，借书不还赫然在列，读书人偷书不能算偷啊。
6、日记部分比较简单，个人对这部分的内容不太感兴趣，最后的笔记部分相对充实，可以看到其时
相关学人思想改造的情况。
7、内容枯燥琐碎，但却有史料价值
8、季龙先生经常去四川路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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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日记》

精彩书评

1、读目录，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哪怕是在“文革”年代，
谭其骧也照样细水长流，录下每日活动详情，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时过境迁，这
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
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界格外引人
瞩目。此一时期，得益于西方学术方法的引入和治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各人文学科纷纷呈现出相当强
劲的发展势头。于其中，史学界更是拔得头筹，经历了被后世称为“中国史学黄金期”的长达二三十
年的繁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吕思勉⋯⋯光是大师级人物就不胜枚举，自然吸引了不少拥有
第一等才智的年轻人跨入史学园地，追随前辈，乐此不疲。　　在这群人中，就有谭其骧。这位被后
人以“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身份铭记的大学者、名教授，早年并不安分，大学时代初入极富革
命色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颇参与过一些有政党背景的社会运动，次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再
转外文系，旋转历史系，至此方才寻到人生的落脚点，埋首史学研究数十载，终成一代大家。　　可
惜如今即使是大师的名字与成就，亦尚需倚靠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做“推广”。谭其骧先生是幸运的
——他恰恰拥有那么一位数十年来为“先师季龙”做了大量工作的著名学生葛剑雄。《谭其骧日记》
出版不久，恰好赶上编者因事再次引发媒体关注，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其实，这部日记早
在1996年就出版过，此次重版主要增加了作者年谱，令读者对各时期日记的写作背景了然于心，减少
了阅读障碍，弥补了过去版本的一点遗憾。　　读目录，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实乃史家
笔下世象之侧影：土改日记、“文革”日记自不待说，此外尚有上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中，作者所做的详细笔记，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内多位教授的发言记录等。当然，亦有1956年短
暂的“小阳春”时期，作者赴京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日常起居，读来颇有趣味。　　今天，通
过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基本还原，我们了解到：50年代初发动的那场土改运动，其主旨并不在于均分土
地，而是在于借此一则使参与其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熟悉、
认同并服从当局把控和运行权力的方式，巩固其政权；再则是颠覆了乡村中存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
乡绅治理传统，将农村社会的权威和权力统归至新生政权名下。　　从这一点来说，这部日记就是一
个明证。作者在土改队的工作始于1951年10月27日，仅仅五天以后他便抱怨说：“连日工作困难，群
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隔不多日又说，开会有如儿戏
，“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土改队同事）之意见为转移。”此外作者在日记中还写道：“学申好人
，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一叶可知秋，
由此便知，惯常对于土改运动所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为事实所佐证，而在厘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
我们所期待的恰是这类较少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污染的私人记录。　　本书的第四部分，题为“虔诚的
忏悔——思想改造手记”。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日之记录，未免将此一运动视为替知识分子“洗澡
”或是“洗脑”之开端。的确，在这段手记里，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后来逐渐令人熟悉的情景：自我
检讨、互相揭发、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如果说土改时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他人的专政，
那么从这日起，此后近三十年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逐渐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
这本不奇怪，因为掌舵者历来将知识人视作工具，“善待”之抑或是摧残之，皆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充满功利色彩。今天读这类记录，令人唏嘘的倒是当事人虔诚的态度。但我相信，这“虔诚”并不
会像许多人自称的那么“纯粹”，因其本身就是权力压制的产物。试问：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谁会
愿意接受这种近乎自取其辱的思想改造？而这场“领风气之先”的运动，实在是为了再次令知识人自
觉低人一等，同时“激发起对资产阶级的仇恨”（陈毅语）。不难看出，一个时代精神格局的变迁就
此正式拉开序幕。　　谭其骧先生曾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题为“长水集”，取“细水长流”
之意；葛剑雄先生为谭其骧先生所作的传记命名为《悠悠长水》，大约同样意在强调谭先生作为历史
学家的智慧和风范。而谭其骧先生的这部日记，确也坚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哪怕是在“文革”
年代，他也照样细水长流，录下每日活动详情，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时过境迁，
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
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原载《新京报》2013年7月13日书评周刊）
2、史家风范，长水悠悠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界格外引人瞩目。此一
时期，得益于西方学术方法的引入和治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各人文学科纷纷呈现出相当强劲的发展势
头。于其中，史学界更是拔得头筹，经历了被后世称为“中国史学黄金期”的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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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吕思勉⋯⋯光是大师级人物就不胜枚举，自然吸引了不少拥有第一等才智
的年轻人跨入史学园地，追随前辈耕耘种月，乐此不疲。在这群人中，就有谭其骧。这位被后人以“
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身份铭记的大学者、名教授，早年并不安分，大学时代初入极富革命色彩
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颇参与过一些有政党背景的社会运动，次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再转外文
系，旋转历史系，至此方才寻到人生的落脚点，埋首史学研究数十载，终成一代大家。可惜如今即使
是大师的名字与成就，亦尚需倚靠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做 “推广”。谭其骧先生是幸运的——他恰恰
拥有那么一位数十年来为“先师季龙”做了大量工作的著名学生葛剑雄。《谭其骧日记（珍藏版）》
出版不久，恰好赶上编者因事再次引发媒体关注，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其实，这部日记早
在1996年就出版过，此次重版主要增加了作者年谱，令读者对各时期日记的写作背景了然于心，减少
了阅读障碍，弥补了过去版本的一点遗憾。读目录，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实乃史家笔下
世象之侧影：土改日记、文革日记自不待说，此外尚有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者所
做的详细笔记，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内多位教授的发言记录等。当然，亦有1956年短暂的“小阳春
”时期，作者赴京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日常起居，读来颇有趣味。今天，通过历史学家对史实
的基本还原，我们了解到：1950年代初发动的那场土改运动，其主旨并不在于均分土地，而是在于借
此一则使参与其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熟悉、认同并服从当局
把控和运行权力的方式，巩固其政权；再则是力图打击乡村中存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乡绅治理传统
，将农村社会的权威和权力统归至新生政权名下。从这一点来说，这部日记就是一个明证。作者在土
改队的工作始于1951 年10月27日，仅仅五天以后他便抱怨说：“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
高⋯⋯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隔不多日又说，开会有如儿戏，“而群众举手与
否又以陶（土改队同事）之意见为转移。”此外作者在日记中还写道：“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
十四亩⋯⋯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一叶可知秋，由此便知，惯常对
于土改运动所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为事实所佐证，而在厘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我们所期待的恰是
这类较少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污染的私人记录。本书的第四部分，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
”。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日之记录，未免将此一运动视为替知识分子“洗澡”或是“洗脑”之开端
。的确，在这段手记里，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后来逐渐令人熟悉的情景：自我检讨、互相揭发、小题
大做、上纲上线⋯⋯如果说土改时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他人的专政，那么从这日起，此后近
三十年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逐渐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这本不奇怪，因为掌舵者历
来将知识人视作工具，“善待”之抑或是摧残之，皆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充满功利色彩。今天读这
类记录，令人唏嘘的倒是当事人虔诚的态度。但我相信，这“虔诚”并不会像许多人自称的那么“纯
粹”，因其本身就是权力压制的产物。试问：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谁会愿意接受这种近乎自取其辱
的思想改造？而这场“领风气之先”的运动，实在是为了再次令知识人自觉低人一等，同时“激发起
对资产阶级的仇恨”（陈毅语）。不难看出，一个时代精神格局的变迁就此正拉开序幕。谭其骧先生
曾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题为“长水集”，取“细水长流”之意；葛剑雄先生为谭其骧先生所
作的传记名为《悠悠长水》，大约同样意在强调谭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和风范。而谭其骧先生的
这部日记，确也坚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哪怕是在文革年代，他也照样细水长流，录下每日活动
详情，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
，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谭其
骧日记（珍藏版），葛剑雄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
3、目录 ······ 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机手机？（房间是开了 但是没有进去---这下字数够
了吧？）手记？豆瓣也有做得好的地方 比如：AMAZON上写：作者 葛剑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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