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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史学家"的名头加在一位农

民的头上#合适不$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在史学专

业任上写的(班固写&汉书'#不是在史

学专业任上写的(范晔写&后汉书'#不

是在史学专业任上写的(陈寿写&三

国志'# 也不是在史学专业任上写

的)同样的#古希腊人希罗多德撰写

出了巨著&历史'#也只是一介平民%

可以说#他们写出伟大的史学著

作#都不是因为官方指定的(他们的

成就#都是属于!非职务性发明")

因此#可以说#判断一部好的史学

作品和一个史学家# 仅仅以作者的身

份为依据#不足为凭) 有史识才是王道)

一部&清史稿'#由多少学问渊博

的御用史官!倾力打造"#结果呢#成为

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就是明证)

!农民"这个身份#不应成为做不

了!史家"的理由) 须知#老早历史上

不少有成就的史学家#其身份#和俞

德良一样#不就是个农民吗$ 最多是

个!农转非"而已)

我们提倡更多的民间 !史学工作

者" 参与到编写方志或行业史以及其

他不太为人重视的各种史志行列中

来#这不光是对!大史"的有力补充#还

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鲜活的历

史场景重现及传递出可靠的历史信息)

史家不问职业

来之不易的
“金山”主题书
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包粽子"每

次出远门查资料"俞德良带的东西非常

简单"装这些东西的包"只是一个装雨

衣的小袋子#饿了"就剥个粽子充饥$晚

上睡旅店" 越便宜越好# 有一夜住 !"

元钱的大通铺" 一间房间内住七八个

人"其中还有一名乞丐# 俞德良的同事

黄忠贤说%&别人看他像农民"我们却觉

得他很伟大'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

扬鞭自奋蹄' (朋友们常用这诗句形容

俞德良' 在足足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俞德良选定目标"为家乡人民编写记载

金山卫历史的书"不用上级布置"不用

他人催促'国家图书馆中文书刊采编组

在来函中评价" 我们这几年没有收藏

&金山(&金山卫(主题词的书"精装本的

)金山卫春秋*是这几年来的一本好书"

来之不易"因此决定收藏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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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今年80岁的俞德良老先生，清清瘦瘦，戴一副老花眼镜，看上去十分精神。老先生家住金
山区金山卫镇金康花苑居民新村3楼，但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自家30平方米的底层车库内。
这里老母亲遗留下来的一张梳妆台，成了他的书桌；3个老式开门橱放满了书籍和资料，这是
“书房”。退休20年来，俞德良天天在此笔耕，一部82万字的《金山卫春秋》，足见他付出的辛
勤。为此，业内同行都尊称俞德良老先生为“农民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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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小喜欢写写弄弄

有人会猜，俞德良老先生一定是文
化程度高，熟读“四书五经”，才能有如此
成就。其实不然，俞德良小时候家境一
般，家中弟兄两人，他是长子，读到初中
就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他现今能著作等
身，主要在于俞德良对文史研究的执著，
从小就喜欢写写弄弄，特别对文史研究
孜孜以求，甘于付出。

俞德良告诉我们，解放前，俞家是金
山卫乡间望族，他从小受家庭文化熏陶，
家中父辈珍藏的《俞氏家谱》和《黄廷广
记》等古籍，是他少年时喜爱的读物。初
中毕业后，俞德良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之
余，就爱翻家中的书。!"#$年，%"岁的俞
德良到乡里的抽水站做技术员，这一工
作空余时间多，他不放过点点滴滴时间，
开始研读《俞氏家谱》。这《俞氏家谱》成
书于隋朝开皇年间（公元 &'"()**年），
全书从 %卷到 %+卷，生僻词句不少，俞
德良通读了一遍又一遍；他又熟读了 !

至 )卷的《黄廷广记》，这是记载金山卫
历史的史书，深深感到金山卫历史的博
大精深。他想若能把《俞氏家谱》和《黄廷
广记》放大，写成金山卫的一部历史，该
有多好。俞德良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

他从上世纪 &*年代起就做有心人，
不管工作有何变动，坚持收集金山卫的
沿革、军事、天文地理等资料，一直到
!""&年退休，始终把工作后的业余时间
都用在编写文史的资料积累上。!")$

年，他已经完成了一部 ,*万字的《金山
卫简史》初稿的写作。在这一时间段中，
最使俞德良老先生遗憾的事，是“文革”
时期的破四旧，他为了避嫌，把自己家里
的旧书都一股脑儿烧掉了，《俞氏家谱》
和《黄廷广记》也不能幸免。

业余编史困难重重

退休了，从此俞德良有的是时间，他
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编史上。

修编文史，最主要的是史料的真实。

俞德良虽是“民间、业余”编辑，但他为了
考证史料的真实，跑遍苏浙沪主要的图
书馆查阅资料。俞德良对自己有个规定，
到朱泾、松江和嘉兴等 &*公里之内图书
馆，就骑自行车去；到 &*公里外的杭州
和合肥图书馆才乘车前往。一开始，不少
图书馆没有复印业务，老俞看到有用的
资料就用手抄。为写《金山卫春秋》，俞德
良积累的手抄笔记就有 &*多万字。在编
写《侵华日军金山卫登陆纪实》一书时，
俞德良一个村一个户上门走访，听取了
无数个故事后，将这些故事碎片拼出了惨
案的全貌。在成书过程中，他为了统计“金
山卫遇害百姓 %*-)人”这一数字，整整在
金山卫镇各个村落奔波了 )个月。

业余编史，有的困难真是意想不到
的。当时，俞德良编志，没有固定的办公
室，平时以家里为主，有的书要请朋友帮
忙审稿和校对，就得把资料搬到朋友家。
,***年 $月，俞德良将《金山卫春秋》的
初稿送到一个朋友家校对。装了一个麻
袋的书稿，是近 &*年来收集的种种金山

历史资料。朋友知道这麻袋资料的“分
量”，夜里把他悬挂在梁上防丢失，谁知
夜里小贼光顾，以为悬在梁上的东西一
定是珍贵之物，背起麻袋就偷走了。第二
天俞德良得知书稿被偷，心急如焚，在方
圆几十里的废品收购站内到处寻找；还
悬赏 %***元，想让小偷送还，这样整整
找了半个月，还是没有把书稿找回来。

俞德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书稿被盗
一节，眼眶里饱含着泪水，他说：“当时，
我想过放弃，但是一想到自己坚持了那
么多年，又鼓励自己要有始有终，不能前
功尽弃。”于是，俞德良在部分留存的草
稿基础上又重新开始编撰，使一部 ',万
字的《金山卫春秋》，在 '年后得以出版
发行，内中的辛苦只有他才真正知晓。

为了子孙笔耕不辍

民间编史，没经费，没办公用房，一
切都要自己克服，全凭一腔热情。俞德良
对史书的编纂，真是不为名不为利。',

万字的《金山卫春秋》，主要章节都是由

俞德良纂写，但他在书中的署名只是“常
务副主编”，把主编一职，让给了他人。

,**'年起，金山卫地区由七八位七
八十岁的老年人发起成立了金山区康城
文史研究会，俞德良先生负责会刊《康城
春秋》的编辑、打印等工作。由他负责统
筹的近一半会刊的打印费，都是俞德良
自掏腰包。老俞说，每期打印费在三四百
元，“我有退休工资，承担得起”。

俞老先生为了编金山卫史料，甘愿
付出。据同事反映，到 ,**'年初，俞老先
生为编史，花去的车旅费、打印资料费共
%.'万余元，老俞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
那时，正好出版了由俞德良编写的《俞氏
家训》一书，一位区领导了解了俞德良的
情况后，主动牵线一家教育单位购买了
《俞氏家训》%***本，这使俞德良还清了
为写史欠下的 %.'万元债务；这也是俞
老先生平生收到的唯一一笔“稿酬”。

从退休到现今的 ,*多年时间里，俞
德良老先生著作颇丰。到目前为止，除了
《金山卫春秋》一书外，还著有《俞氏家
训》《知书达理》《昭武将军方鸣谦传略》
《侵华日军金山卫登陆纪实》等书籍。用
他的话说，“为了让金山卫的历史让子孙
后代了解，自己再苦再累也心甘”。

俞德良为编史矢志不渝，感动了弟
弟俞仁良。俞仁良原是名中学语文老师，
擅长古文研究。在哥哥感召下，他退休后
编译了《礼记通译》《正德金山卫志今译》
和《荀子通译》等书稿，俞家两弟兄在金
山地区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史世家”。

现已 '*高龄的俞德良伏案时间一
长，就有点头痛，视力也在下降，但他至
今笔耕不辍。他的案头还有《黎氏世家》
《黎氏家教》两本书正在编校；一部《永联
村村志》今年也要出版。此时，我想到了著
名书法家沈思泽老先生对金山区康城文
史研究会的评价“金山精神”四个字；也令
我们想到了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诗句：“老
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不
正是俞德良老先生的真实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