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记者获悉，目前，《通纪》的书稿已有四卷完成
二审，五卷处于一审和二审之中。尽管《通纪》的撰
写一直是在编委会的主持尤其是戴逸先生的具体
指导下进行，但整部书稿毕竟成于多位主持人之
手，虽经多次打磨，仍有部分内容尚须加工。
最后的整合工作也很艰巨。不仅各卷的文字风

格差异要尽可能统一，其内容与《典志》、《传记》、
《史表》、《图录》也必须协调。

如闭关政策，《通纪》里要讲，《典志》的对外贸
易志、商业志里也得讲；对外关系、民族关系、发展
经济等诸多问题，《典志》里都有对应的“邦交志”、

“民族志”，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近代实
业交通”乃至“漕运、盐政、钱法”志等等。又如人物，
《传记》中每位皇帝朝收入 !""余人，另外还收入入
关前及学术、艺术、工商、宗教、农民领袖、革命党
人、遗民、外籍人士等共 !#$" 人，总计超过 %"""

人。其中凡《通纪》提到的，其历史定位、事迹、评介，
乃至字、号、籍贯、生卒年、家世等，都不能出现二者
不一致的情况。
今年已 $&岁高龄的戴逸先生多次表示“希望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通纪》的正式出版”。但
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及所有参与清史工
程的学者来说，《清史》的质量高于一切，编委会不
会因为着急完工而放弃精心打磨。

! ! ! ! '"!'年 (月，《清史·通纪》第六卷的“二审清
稿”终于装订成了一本大 !#开、)"$页、每页上仍
留着 !*%空白的厚书。与以往史书不同的是，《通
纪》的体裁采用了章节体，不再是纪传体。而且几
乎每一页都有脚注，不仅标明引文、史实的出处，
还将不同学术观点及史料记载上的歧异，一一作
了介绍。
有清一代长达 %""年，清史研究不仅存在着不

少众说纷纭的“疑案”，对其中许多史事、人物的评
价，学术上的争议也一直存在。夏春涛说，编委会规
定，对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难以取得共识”的
问题，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统一采取一种倾向
性的说法，但需说明采择一说的依据和理由，同时
将其他不同观点以脚注的方式简要介绍。对于一件
事情有多种记载，或者学术界存有争议而尚无定论
的，新发现的资料或研究成果足以推翻“旧说”的，
都需要用精练、准确的脚注标清楚。包括未能考订
清楚仍存疑的，也应在注释中交待。
但也不是大小事都去考异。编委会明确，有的

疑案已被史家多方考证，迄今无果，就不要再去考
证。如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多尔衮，说法甚多，迄今
尚无史料加以证明，可作存疑。顺治帝遗诏、雍正夺
嫡，说法很多，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就都采用《清实
录》的记载。

夏春涛在第六卷中脚注了许多“今之学者见
解不一”的问题。如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日期，夏
春涛认为起义不是在某一天发生的事，但不妨碍

采用某一天（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作为纪念
日，他同时注明了罗尔纲等学者研究得出的不同
时间。又如太平天国时期人口的损失数，他写道：
“由于……现已无法精确统计”，“只能根据方志等
零星片段记载推算出一个相对接近的数据。”但在
脚注中，他列举了研究者“得出的多个数据及各自
的依据，以及当今一些学者对推算当时人口的见
解”。国内学者对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及是否
“乞降”、捻军“分军”地点的不同看法，!(+(年后史
学界高度赞颂太平天国的缘由等，脚注中都有简
要全面的介绍。

夏春涛坦言，自己用心尽力写了，但错讹不当
之处仍在所难免，书稿虽通过了二审，自己并没有
如释重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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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星期天夜光杯

撰写《清史·通纪》第六卷，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
春涛的右后脑勺一度变成了“不毛之地”。记者追踪国家清
史工程的纂修进程，在主持人自评报告中看到夏春涛写下
的一段文字：“数年来，为如期交稿及书稿质量，内心一直有
一种焦灼感，精神压力很大。熬夜写作已成常态……身体大
受影响，有一年多时间患精神性脱发，头发脱落三分之一，
形象不堪。”寥寥数语，道出了撰修者对《清史》的精益求精、
呕心沥血。
《清史》编纂是我国百年一遇的学术盛举，参与其中的都

是一流学者，夏春涛也不例外。为什么他会写得如此艰辛？记
者日前访问了夏春涛，请他回顾撰写经过，以期通过他已完
成二审的37万字《清史·通纪》第六卷的“一斑”，和读者一
起窥见整个《清史》纂修的“全貌”。

! ! ! !撰写《通纪》第六卷，夏春涛用了整整 $年。
'"!'年夏天，当他得知书稿通过了二审时，曾对身
旁的朋友感慨：“耗尽心血，终于把它写出来了！自
己身体没垮掉，还能活蹦乱跳的坐在这里，真让我
感到万幸。”

当初接受《清史·通纪》项目时，夏春涛已调
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从事当代理论与现实问
题研究。他慨叹，同时从事两个领域研究，写清史
又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只能见缝插针挤时间。即
便集中时间写，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平均每
天也就写 +""来字。问及个中原因，夏春涛颇有
些嘘唏：这段历史怎么写，怎样做到详略得当，处
理好并不容易。
第一个难点是太平天国的“主体性”处理问题。

“考虑到作为一个与清政府对峙这么长时间的政
权，修史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但如果太突出太平
天国，又会冲淡清史的主题。因此，怎样处理太平天
国的主体性，很费斟酌。最后，还是以清王朝的兴衰
史为叙述主线，把太平天国等大的政治事件放在清
史的框架内来写。”
其次是需要研读的资料多。夏春涛说，“太平天

国最主要的一千多万字史料，我早已读过不止一
遍，清史的其他档案资料我也看过不少。但撰写《通
纪》，我又重新研读资料，包括《清政府镇压太平天

国档案资料》'#册，!+""万字；《清文宗实录》即咸
丰皇帝的实录，%)#卷，还有前面的道光实录、后面
的同治实录，都得看；《曾国藩全集》%"多册 !)""

万字，也是必看的。”
第三个难点不仅在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多，

难免见仁见智，还在于“一方面太平天国的研究成
果很多，但同时重复性研究多，仍有不少薄弱环
节，包括一些史实至今还未搞明白。”比如，清王朝
和太平天国交战那么多年，各场重要战事的双方
兵力多寡和部署、伤亡情况、进军路线等，以往众
说不一，夏春涛只好去查档案资料，“而且不能是
清方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还得参阅各种档案和官
私史书加以考订。”
“头绪多而篇幅有限”，是又一个难点。摆在夏

春涛面前的是当时给清政府带来危机的太平天国、
捻军、天地会武装、英法入侵等发生在同一个大的
时间段、互有关联又独立成事的一个个“头绪”，以
及与之相关的众多人物，还有清政府是如何对待、
处理危机的。所有这些内容，他只能写 %)万字左
右。他说，“罗尔纲先生写的《太平天国史纲》，近
!)"万字；茅家琦先生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多
万字。”“光一个太平军北伐，张守常老师就写了 %"

多万字，但在我这一卷里，只能写 !万字。!万字要
把太平军北伐的脉络线索过程讲清楚，还得写出历
史的深度和厚度，还要有可读性。这对全卷重点的
把握、内容的取舍，都带来很大困难。”

! ! ! !回顾《通纪》的撰写，夏春涛首先想到的
是“提纲”：“我这一卷提纲的起草、酝酿和修
改，前后用了将近 %年的时间。《提纲》的讨
论、修改与主持人撰写正文同步进行。”

用 %年时间“打磨”提纲，目的是要最大
限度集中全国清史专家的智慧，为《通纪》设
计一个最佳框架。编委会组织专家分卷研讨
提纲，并在完成分卷提纲的讨论修改基础上，
于 '""&年 !"月在承德召开整个《通纪》提纲
的研讨会，“把国内研究清史、近代史的比较
权威的学者全都请来了，有一百位左右。”夏
春涛诙谐地说：“会上，我们主持人是靶子，人
家是万箭齐发射你的，对我们的提纲评头论
足，什么样的观点都有。”
《通纪》的提纲经过了多少次修改？夏春

涛说，按照编委会的说法，是三年改了五稿，
“但就我这一卷而言，提纲至少改了二十稿。

编委会同时组织全国专家深入研讨的，
还有“康乾盛世”、“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
清史中所有的重要学术问题，以求在有着学
术争议的问题上，取得尽可能多的共识。

! ! ! !夏春涛和《通纪》“结缘”，始于 '""+年 (

月 '&日。他说：“那天，戴逸老师约我到他
家，跟我交待第六卷由我来主持。”此时，清
史工程启动已近两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已完成了清史编纂的大量前期工作，确定了
体例体裁，完成了框架设计，还建立了一个
录入上千名学者的全国清史研究人才库。

在全新的历史时代修史，《清史》应该有
着怎样的整体面貌，怎样才能反映出 '!世
纪我国历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围绕这样一
些问题，两年间，编委会在京、沪召开共 '$"

多位学者参加的 %次学术研讨会，在全国范
围发放调查问卷，请专家提供咨询报告。经
过一系列的调研、咨询和反复论证，决定新
修的《清史》设置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
录五大部分，共 (+卷。
《清史·通纪》被视为新修清史的“总纲、

主线”，要用九卷本、%""万字勾画清朝的历
史全貌。夏春涛主持其中第六卷“危局”。当
时他才 +!岁，却早已是名家辈出的太平天
国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 '$岁出版《太平
天国宗教》一书，此后十多年间又出版、发表
了多部颇受业内瞩目的相关专著和四五十
篇论文。扎实丰硕的学术成果，使夏春涛 %#

岁即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夏春涛说，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在全面

指导《清史》工程编纂的同时，对《通纪》的撰
修尤其投入心血。“他多次亲自召集 (个主
持人开会，强调‘《通纪》在某种意义上决定
整个《清史》的面貌和质量，必须不遗余力地
保证质量’；对史实要辩证思考；人物不能脸
谱化、绝对化，不用为尊者讳，对反面人物也
要实事求是；可以发一些议论，但不要有长
篇大论；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史的开阔视野当
中研究考察；史实叙述要准确，一分材料说
一分话；文字要丰满，简明流畅生动平实。”
“他还详细提出《通纪》各卷的要点和写作要
求。”夏春涛说，“戴先生对《通纪》的悉心指
导和要求，贯穿着一位有着极高学术威望和
个人魅力的史学大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
思考，成为撰写《通纪》的指导原则。”
清史工程没有沿袭我国自唐代以来官方

设史馆集中史家一起撰修的传统。除了已退
休的一位主持人，夏春涛和《通纪》的其他主
持人都是兼职修史。他们分别与编委会签订
合同，规定五年完成初稿，编委会设联络员定
期检查进度，根据完成情况分批拨付经费。

《通纪》被视为新修
清史的总纲和主线!

讨论修改《提纲》用了三年
"

平均每天写400来字
#

争议问题用脚注的方法交待
$

" 夏春涛珍藏的清朝历史!地

理学家汪士铎 "!"#$年!!""%

年#的$汪悔翁乙丙日记%

" $清史&通纪%部分一'二审清稿

后期整合任务还很艰巨
%

"

!二

#
#

五
年
六
月
清
史
通
纪
组
在
北
京
召
开
第
一
次
全
体

会
议
!前
排
左
二
为
戴
逸
先
生
!后
排
右
一
为
夏
春
涛
研
究
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