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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发表的 ２６ 篇罗尔纲的传记资料ꎬ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始至终围绕他

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做的贡献展开ꎮ 对太平天国研究者研究的价值就在于ꎬ一方面通

过被研究者罗尔纲的传记ꎬ了解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现状和水平ꎬ从而发现进一

步开展此领域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问题ꎻ另一方面ꎬ旨在抛砖引玉ꎬ从罗尔纲已有的传记

研究成果中ꎬ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新突破口ꎮ 两者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ꎬ任重道远ꎮ
〔关键词〕太平天国ꎻ研究者ꎻ罗尔纲ꎻ传记资料

在国内众多的太平天国研究者中ꎬ罗尔纲被当今的学者以“道德文章第一

流”来表述ꎬ实不为过ꎬ这也表达了学术界对罗尔纲的尊仰ꎮ 这一实事求是的评

价完全出自忠诚而非虚誉的ꎮ 本文以笔者主编的«２０ 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

引» 〔１〕(以下简称«世纪人物索引»)一书中收集的罗尔纲先生的传记为中心ꎬ谈
谈学术界对这位毕生致力于太平天国研究者的研究ꎮ

一、研究概述

«世纪人物索引»中共收录罗尔纲的传记资料 ２６ 篇ꎮ 其中由罗尔纲撰写台

湾出版的«师门五年记» (１９５８)、史式等编的«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 (１９８７)、
«生涯再忆:罗尔纲自述»(１９９７)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罗尔纲纪

—１０２—



念文集»(１９９８)等专著 ４ 种ꎻ报章文章有祁龙威的«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料学»
(１９８０)、施宣圆的«生命不息 著述不已———访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
(１９８４)、郭毅生的«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 (１９８７)和罗文起辑的«罗尔纲书信

选»等 １９ 篇ꎻ收入论文集中的有«文史哲学者治学谈»一书的罗尔纲的«我是怎

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李维民等主编的«中国人物年鉴»(１９８９)的
«罗尔纲历史学家在北京逝世»和«中国历史学年鉴» (１９９８)贾熟村的«现代已

故史学家:罗尔纲(１９０１ － １９９７)»等 ４ 篇ꎮ 除大陆学术界外ꎬ«世纪人物索引»还
收录了台湾学术界 ３ 篇有关罗尔纲的传记ꎬ它们是台湾«中央日报»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发表的王心健撰写的«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传记文学»１９８７ 年第 ２ 卷第 ３
期上刊载的关国煊撰写的«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等ꎮ

上述研究文章ꎬ时间最早的是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由陶颖

昌撰写的«谈治学———访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ꎬ最晚的是刊载在 ２０００
年«安徽史学»第 ２ 期上郑德全的«试论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的辨伪»ꎮ 详见下

列图表:〔２〕

注:上述图表按专著、报纸、期刊、论文集的顺序排列ꎬ每一类以出版和发表时间先后排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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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特点及价值

上述«世纪人物索引»中收录的罗尔纲传记研究成果ꎬ概括起来主要围绕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的:
一是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贡献ꎮ 罗尔纲的一生ꎬ究竟对太平天国史

的研究做了哪些贡献? 这是研究罗尔纲传记时必须回答的问题ꎮ 对其研究的主

要代表作有:１９８７ 年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和史式等编的«罗尔纲与

太平天国史»、１９８３ 年«扬州师院学报»第 １ 期上的祁龙威的«罗尔纲与太平天

国史料学»、１９８６ 年«近代史研究»第 ６ 期上同时刊载的胡绳发表的«祝贺时的

感想(贺罗尔纲)»、黎澍的«贺罗尔纲同志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和刘大年的«太
平天国史学一大家»ꎻ还有 １９８８ 年«人物»杂志第 ３ 期上发表的彭大雍的«太平

天国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罗尔纲»等ꎮ 上述文章认为ꎬ罗尔纲对太平天

国的贡献突出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ꎬ对太平天国史料的整理与考证ꎮ 祁龙威先生在其论文中这样写道ꎬ

“罗尔纲同志ꎬ研究太平天国ꎬ已经超过半世纪ꎬ几十年如一日ꎬ他对太平天国史

料进行搜集整理ꎬ功绩之巨ꎬ是前所未有的ꎮ”罗尔纲参与和独自编辑的太平天

国文献和“史料”有:«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太平天国文

书汇编»等ꎬ总字数达 ３０００ 余万字ꎬ为中外学术界ꎬ包括他本人研究太平天国史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ꎬ功不可没ꎮ〔３〕

为了弄清楚太平天国的历法与阳历、阴历的对照ꎬ罗尔纲前后费了 ４２ 年的

时间ꎬ终于得出总结性的定论ꎮ 对«李秀成自述原稿注»这部不朽之力作ꎬ罗尔

纲用了 ４９ 年时间才完成ꎻ对太平天国政体问题的独特性质ꎬ罗尔纲平时总把它

放在心里ꎮ 经过 ３０ 年的焦思苦虑ꎬ才有所顿悟ꎬ提出了突破性的新见解ꎮ 罗尔

纲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问题的考证ꎬ被专家们称为解决了 ４００ 年争讼的公

案ꎮ〔４〕吴晗同志为«太平天国史丛考»作的序文中把作者的考证文章比喻为“剥
笋”ꎬ说:“他用全力考证这问题ꎬ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

外障ꎬ穷根究底ꎬ一直剥到笋心”ꎮ〔５〕从事史学研究ꎬ真的做到这一步又谈何

容易? 但罗尔纲先生却确确实实做到了ꎬ因而他能成为中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

大家ꎮ
其二ꎬ撰写和出版丰硕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论文和专著ꎮ 据«罗尔纲纪念

文集»的«罗尔纲先生论文目录»记载ꎬ自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他在«民国日报»
附刊«觉悟»上发表的«石达开故居»一文始ꎬ迄至 １９９５ 年他在«胡适研究丛刊»
上发表的«胡适“大胆设想ꎬ小心求证”的一个实例———‹醒世姻缘传考证›»ꎬ其
一生共发表论文 ４００ 余篇ꎬ出版学术专著«太平天国史纲»(１９３７)、«湘军新志»
(１９３９)和«太平天国史»(１９９１)等 ３０ 余种ꎬ计约 ７００ 余万字ꎬ是“近代史所著作

最富的人”ꎮ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学者达到这个水平ꎮ 在«罗尔纲纪

念文集»中«罗尔纲同志生平»一文里对其一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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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研究者的研究



“１９９１ 年出版的洋洋 １５０ 余万言的巨著«太平天国史»ꎬ五易其稿ꎬ历时 ４０ 载ꎬ不
仅是他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ꎬ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ꎮ 太平天国史

研究之成为中国近代史ꎬ乃至整个史学研究领域中最为突出、最有成就的专门学

科之一ꎬ是与罗尔纲同志的努力与贡献分不开的ꎮ” 〔６〕

二是罗尔纲的治学风范ꎮ 罗尔纲先生能在上述两个方面取得令学术界“叹
为观止”的贡献ꎬ与他的治学风范是分不开的ꎮ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罗尔纲的

«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此文被收录«文史哲学者治学谈»一
书)、陶颕昌的«谈治学———访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刘君达的«谈罗尔

纲先生的治学精神»、郭毅生的«罗尔纲先生的治学风范»ꎻ还有施宣圆的«生命

不息 著述不已———访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等ꎮ 这些论及罗尔纲治学风

范的文章ꎬ比较集中的一致看法有:在“辨伪、考信”上狠下功夫ꎬ真正做到既有

“耐心”ꎬ又“小心ꎬ一丝不苟”ꎬ坚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精神ꎮ 这个功夫ꎬ
非一日之功ꎮ 用罗尔纲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在中国公学求学ꎬ在学习一门‘史
学方法’的课程里ꎬ读到梁启超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ꎬ知道史事、史料有不少

是虚伪的ꎬ研究历史必须考证史事ꎬ鉴定史料ꎮ 我从梁启超所举许多辨伪考信的

例子里ꎬ初步认识了考据方法和它的科学性ꎮ” 〔７〕 罗尔纲将学到的这种方法ꎬ运
用到对太平天国史资料的考证上ꎬ取得非凡的成就ꎮ

罗老从«贵县志»中的张嘉祥是否“强盗”的考证始ꎬ到 １９３１ 年在当时所能

得到的«李秀成传»的本子上作注ꎬ到 １９５１ 年出版了一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

笺证»ꎬ１９５７ 年又加以增订ꎮ 翌年他又决定不再印这本ꎬ而要另作新注ꎮ 新注虽

在 １９６４ 年完成ꎬ但他又用 １５ 年的时间ꎬ把新发现的史料予以补充修订ꎮ 所以他

说ꎬ回首初作注时已四十九年ꎮ “古人白首穷经ꎬ我注«李秀成自述»ꎬ也从青春

注到白首了ꎮ” 〔８〕这是多么令学术界同仁敬佩的“白首穷经”的精神ꎮ 除此之外ꎬ
他还在太平天国的历法、洪秀全、洪仁玕等人的生卒等方面的考证ꎬ做出了重大

的贡献ꎮ
罗老从不把史料据为己有ꎮ 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ꎬ大量是他发掘出来的ꎬ且

经他从资料、文物、社会调查三个方面相互印证后ꎬ公诸于世ꎮ 公布而不是控制

和垄断历史资料ꎬ是目前史学界急待提倡和发扬的良好学风ꎬ罗尔纲先生堪称坚

持这种学风的楷模ꎮ
三是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的精神ꎮ 罗尔纲先生为使自己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ꎬ勇于改造中国古代传统的纪传体ꎬ创立了以叙论、纪年、
表、志、传五部分组成的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史书的新纪传文体裁ꎬ对我

国的撰史方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ꎮ 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ꎮ 历史学家范文澜对此

曾给予很高的评价ꎬ说“可以不朽矣ꎮ”除此之外ꎬ罗尔纲还有虚怀若谷、不耻下

问的美德ꎬ以及闻错即改ꎬ从善如流等优秀品格ꎮ 如 １９５５ 年ꎬ中华书局编辑曾次

亮先生指出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稿———天历志»中“错前一日的假定”不合理ꎮ
罗尔纲恍然大悟ꎬ兴高采烈地说:“这真是一件大快事”! １９８３ 年ꎬ祁龙威同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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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小有疵病”ꎬ“对个别新资料尚未引用”ꎮ 罗

尔纲当面向祁道谢说:“你帮助我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事情”ꎮ １９８４ 年ꎬ徐州一

学者著文指出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中断言“太平天国举行科举考试

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的说法与史实不符ꎮ 罗尔纲读后深自愧悔说:“我
的所有著述若有纰漏都会贻误读者”ꎮ 他毫不踌躇地著文订误ꎬ并恳切地给«安
徽史学»编辑部写信说:“徐州一同志在他的大著上指出我的错误ꎬ好似和风煦

日一般的温暧ꎬ使我读后心旷神怡ꎮ 请如编者按语ꎬ以我为‘的’ꎬ论著者承

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ꎬ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ꎮ”罗尔纲的订误

文章和信ꎬ如编者按语发表后ꎬ«光明日报»、«文汇报»相继发表评论响应ꎮ〔９〕

四是有关他一生的研究ꎮ 其代表作有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罗
尔纲纪念文集»(１９９８)、李维民主编的«中国人物年鉴» (１９９８)中的«罗尔纲历

史学家在北京逝世»和贾熟村在«中国历史学年鉴(１９９８)»中撰写的«现代已故

史学家:罗尔纲(１９０１ － １９９７)»等ꎮ 在上述纪念文集和报道中ꎬ学术界同仁怀着

对罗尔纲先生的崇敬心情ꎬ对其一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研究ꎬ并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ꎮ 在纪念文集中有称罗尔纲为“中国史学研究泰斗”、“诲人不倦堪称表率ꎬ
道德文章称一流”ꎻ还有“缅怀罗尔纲同志卓越的学术建树和崇高的道德风范”
等ꎮ 从这些为出版«罗尔纲纪念文集»的题词中ꎬ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各界ꎬ包括

学术界对罗尔纲的“学术风范、光照千秋”的一生ꎬ表示了最崇高的敬仰之情ꎮ
新华社北京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５ 日电ꎬ专门以«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逝世»为题ꎬ

进行了报道ꎮ 并开宗明义称道:“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著名历史学

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罗尔纲同志ꎬ因病于 ５ 月 ２５ 日在

北京逝世ꎬ享年 ９７ 岁ꎮ”
新华社电文对他的一生评价为:“罗尔纲治学 ７０ 年ꎬ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

与晚清兵制史的研究ꎬ先后完成并出版学术专著 ４０ 多种、发表论文 ４００ 余篇ꎬ计
约 ７００ 万字ꎮ 他 １９３７ 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ꎬ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

动的专著ꎬ揭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ꎮ 建国以后ꎬ他出版和印行的有关太平天

国的著作达 ３０ 部之多ꎬ其中 １５０ 余万言的巨著«太平天国史»ꎬ不仅是他个人毕

生心血的结晶ꎬ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ꎮ” 〔１０〕 这是以官方名义ꎬ对一

位历史学家的盖棺定论ꎮ 若论资排辈ꎬ按照等级ꎬ新华社这篇电文的报道的规格

相当于部长级的待遇ꎮ
从上述对罗尔纲传记的研究成果的内容分析ꎬ学术界对他传记研究的特点

非常突出ꎬ就是自始至终围绕他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做的贡献展开的ꎮ 这是比

较客观而又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ꎮ 郭毅生在«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一书«道德

文章第一流»(代前言)中ꎬ一言以敝之ꎬ说:“学术界的人们只要谈到太平天国

史ꎬ无不想起罗尔纲ꎬ只要提起罗尔纲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太平天国史ꎮ 罗尔纲先

生与太平天国史已是密不可分ꎬ他为这门历史专业的奠基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ꎬ取得了卓越的成果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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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ꎬ对罗尔纲先生传记的研究价值在于ꎬ一方面通过被研究者罗尔纲

的传记ꎬ以了解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现状和水平ꎬ从而发现进一步开展对

这个领域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问题ꎻ另一方面ꎬ旨在从罗尔纲已有的传记研究成果

中ꎬ寻找有待进一步探索的新问题和新的突破口ꎮ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人通过搜集梳理学术界 ４０ 年来研究罗尔纲的传记后ꎬ发现有以下几个问

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ꎬ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第一本专著ꎮ 几乎所有的已发表的罗尔纲传记都

认为ꎬ他的第一本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著是 １９３７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太平天国史纲»ꎮ 但据查北京图书馆编ꎬ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民国

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册第 １７５ 页记载ꎬ他早在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就出版了«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一书ꎮ 此书由北京大学出版ꎬ１６ 开本ꎬ共 ２７
页ꎮ 包括罗文起编的«罗尔纲先生著作目录»ꎬ〔１２〕也未收录ꎮ 本人从«罗尔纲先

生论文目录»获知他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石达开故居»ꎬ从而找到了他一生为

什么如此痴心地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的原因ꎮ 这就是刘君达在

«从‹困学丛书›看史学家罗尔纲»一文讲到的:“你只要读一读他于 １９２６ 年写的

«石达开故居»一文ꎬ就可以找到罗尔纲从青年时代起就决心献身于太平天国史

研究的原因了ꎮ 他激情地写道:‘今夜我对着黝黑的天边ꎬ凭吊着我故乡的先

烈ꎬ当年曾为革命而牺牲的石达开ꎮ 我的心潮只在泛滥ꎬ我的热血只在沸腾ꎬ我
不知不觉地高歌了他当年的悲歌ꎬ一唱罢了高歌ꎬ一腔热血更澎湃起来了ꎮ 我的

热血呀! 待向何处洒? 我想把我先烈反抗压迫的精神ꎬ慷慨悲壮的牺牲ꎬ织就了

一枝革命的烈火之箭ꎬ射遍了黑暗的人间ꎮ’” 〔１３〕

第二ꎬ专著及文献资料集的整理ꎮ 学术界对已出版的罗尔纲的 ３０ 多部专著

及整理的 ３０００ 余万字的太平天国史的文献资料ꎬ还没有很好的展开研究ꎮ 目

前ꎬ除对«师门五年记»、«困学丛书»、«平黔纪略»和«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的
研究»等少数著作已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外ꎬ未曾找到对其它著作的研究及评

价的文章ꎬ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ꎮ
第三ꎬ有关罗老的人际关系研究ꎮ 读罢«罗尔纲纪念文集»、«罗尔纲与太平

天国史»ꎬ发现内有不少国内一批专家学者为纪念罗尔纲写了文章ꎬ从中获悉他

们与罗尔纲的人际关系都十分密切ꎮ 以前只知他与胡适、郭毅生、茅家琦、钟文

典、苏双碧等学者ꎬ过从甚密ꎬ此次还从中发现了复旦已过世的百岁老人蔡尚思

先生ꎬ也曾与罗尔纲有过联系或交往ꎮ 蔡尚思在“唁电”称ꎬ罗尔纲是“著名历史

学家、太平天国史最大专家”ꎮ〔１４〕更值得研究的是海峡两岸公认的研究太平天国

史的“三剑客”(指罗尔纲、郭廷以、简又文)ꎬ至今尚未有人对此进行比较研究ꎮ
彭大雍在 １９９１ 年«学术论坛»第 ２ 期上发表的«罗尔纲攀登科学高峰的启迪»一
文中曾这样写道:“解放前罗先生‘与郭(廷以)简(又文)齐名’ꎬ人们戏称他们

—６０２—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１学术史谭



三人是研究太平天国功夫最到家ꎬ本领最高强的‘三剑客’ꎮ 由于郭廷以跑台

湾ꎬ简又文跑香港ꎮ 他们后半生的遭遇、工作环境、研究条件都比罗先生差ꎬ所以

能看到和掌握的新资料比罗先生少ꎮ 罗先生的后半生沐浴在阳光灿烂的新中

国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研究指导ꎬ因而他虽年纪略小ꎬ成
名稍晚ꎬ后作出的贡献却大大地超过了他们ꎮ” 〔１５〕 “三剑客”各有所长ꎬ确实值得

很好地加以研究ꎮ 据查«世纪人物索引»郭廷以有传记资料 ９ 篇ꎬ简又文有 １０
篇ꎮ〔１６〕另对«罗尔纲书信选»中涉及到的范文澜、林言椒、王庆成、蔡尚思、田汝康

等人物的研究ꎬ更值得很好关注ꎮ〔１７〕

第四ꎬ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动态ꎮ «世纪人物索引»的 ２６ 篇有关罗尔纲的传

记ꎬ不曾收录到一篇国外学术界有关对罗尔纲研究的信息ꎮ 这是值得予以关注

的一个盲点ꎮ 或许曾有国外的学者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ꎬ被漏收我们编的«世
纪人物索引»ꎮ 经查实后ꎬ若确实如此ꎬ一定补入我们正在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２０ 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源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全文

数据库ꎮ
综上所述ꎬ学术界不仅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存有很大的空间ꎬ且对太平天国

研究者的研究ꎬ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余地ꎬ两者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ꎬ任重道远ꎮ
本文抛砖引玉ꎬ期待有更多的研究罗尔纲的传记和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好文章问

世ꎬ更期待有其他太平天国研究者的研究大作的发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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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ꎬ后者第 ２２８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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