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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子是私生子”、清朝“挨打不是
因为经济落后”、“于丹不知《论语》为
何物”，朱维铮不少惊人之语曾经招致
同行的争议，“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
但许多人就是接受不了。”在他看来，历
史不可“大胆假设”，“你要真想把历史
搞清楚，就要坚持一个原则———从历
史本身把历史搞清楚。”因为坚持“史
学工作是特别需要理性的”，朱维铮的
工作都是在夜里进行，以便头脑清醒。
“人生短暂，能把历史当中的一个环节
搞清楚，那我就不算白活。”

论著历久弥新
朱维铮的著作包括《走出中世纪》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国经学史十
讲》《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
晚清学术史论》等，!"年前的《走出中
世纪》至今还在学人间流传，更是大学
文史哲专业的必读书目，而 #年前出
版的《走出中世纪二集》锋芒如昔。在
著作中，朱维铮利用过去历史研究者
极少关注的外文文献，着力拓宽研究
思路，兼涉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领
域，既钻进历史的深处，身临其境地探
寻、查考，又不落窠臼，跳出狭隘视野，
以高屋建瓴的姿势用全球视野俯视近
代中国。在行文中，他总是避免用主观
评价代替客观事实，逻辑推理严密谨
慎，文笔辛辣老道，字里行间又处处可
见新颖独到的见识。

写作严谨考究
昨天晚上，记者联系到复旦大学

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总监陈麦
青，其时，他刚刚在新华医院与朱维铮
教授“作别”，言语之间满是悲恸：“朱
先生这样的老师如今已是走一个少一
个了。”

作为《走出中世纪（增订版）》《走
出中世纪二集》等书稿的责任编辑，朱
维铮每有著作，陈麦青都是第一读者。
“在现如今的时势之下，朱先生这样的
作者，《走出中世纪》这样的书，不仅使
出版人有一种值得之幸，也让读书人获
一份难得之福。朱先生是那种一向十分
讲究自己文字、从来不肯马虎蒙人的作
者。”正因对朱维铮学术与文字的尊崇，
陈麦青“逼稿甚严”，“我对朱先生的催
稿从未间断。催归催，朱先生对自己写
的东西，还是一如既往：见解新而立论
严谨，叙述畅而文字考究。《走出中世
纪》可以说是开卷目不暇接，掩卷回味
无尽。”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具有学人风范
朱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大学者，可在

复旦学子眼中，他又是那么普通。一名复旦
毕业生回忆：“记得复旦岁月中，总有朱老
师穿着短裤、骑着自行车穿越北区的场景，
那时候朱老师 $"多了。还有，朱老师的课
上，嬉笑怒骂，指点历史的场景。”

朱维铮教授治学严谨、功力深厚，许多
著名学者均表达敬重之情。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听先
生聊天，古今中外，真是胜读十年
书。先生博学慎思，敢讲真话，尽到
了一位正直的史学家、经学家应尽
的学术责任，先生走好！”厦门大学
历史系教授易中天评价说：“先生脾
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

软，可谓既有风骨又很谦和，
极具学人风范。”

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杨
志刚是朱先生的学生，他表
示，朱先生的脾气很大，但对
学生，除了课业上的责难外，
一直平易温和。他求学时常去
朱先生家请教问题，“朱老师
经常躺在床上跟我聊天，一点
架子都没有。这种言传身教的
机会，太难得了。”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
天纲也是朱维铮的学生，他回
忆起 %&'(年的一次会议：“那

是一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会议。朱先
生要我们都写一份会议纪要交上去。结果
每个人的纪要都被朱先生用红笔划掉了三
分之二。他告诉我们，历史系的人写文章一
定要做到‘陈言务去’。这句话我受用终
生。”

探求历史真相
在朱先生晚年的重要著作《重读近代

史》中，他这样写道：“多年来我重读近代
史，便尝试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角度，清
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在朱先生看来，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从 %'#"年第一次
鸦片战争上推至明朝后期。他还把徐光启
定为“中国中西交流第一人”，花大力气编
撰与徐光启交往甚密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
的著作《中文著译集》。

朱维铮教授被查出身患癌症后，依然
坚持上课。上学期的一堂通识课《历史上的
中国与世界》是朱先生的最后一课。同学们
回忆，那天，先生坚持不要他人搀扶，自己
走到三楼的教室。在课上，他给了所有学生
一条建议：改变观念。国人的世界观大多还
停留在孔子时代，甚至不如李鸿章、魏源等
人。“我希望不虚此生，开始探索从孔子到
康有为、章炳麟那一串‘死者’，到底在中国
思想文化历史中间留下怎样痕迹？”这是朱
维铮留下的一句话。他在学术界、思想界奋
战了半个世纪，果然不虚此生。更可贵的
是，他的一生，都在纯粹地治学、做人。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实习生 杨扬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我国著名
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特聘
教授朱维铮因病医治无效，昨天下午
在上海新华医院病逝，享年 $(岁。

朱维铮，江苏无锡人，%&(" 年毕
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著名经学大

师周予同的弟子，在中国经学史、中
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
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
史等领域造诣深厚，在海内外享有
很高声誉。%&'$年以来，他曾先后应
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
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名校担
任客座教授。朱维铮致力于中国思
想文化史资料的整理和纂集，并提
出研究心得，著有《走出中世纪》《音
调未定的传统》与《求索真文明：晚
清学术史论》等书，被学界称为“最
后的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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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骨头硬却内心柔软”
———复旦大学师生及同道学者追忆朱维铮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开放的肖像》艺术展昨起在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位中国当代画家呈现同一
主题的画作———肖像。

什么是当代经典的肖像画？中学美术课本上以罗中立
的代表作《父亲》作了回答。中国的肖像画直至上世纪 '"年
代，都以写实传统占据主导，但是，此次展示在入口处的罗中
立作品却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他在 !""$年创作的 %%幅
手稿，画面上人的面部夸张变形，技法粗狂。展览中，张培力
《通缉令 %号》以南京持枪杀人嫌疑犯通缉令上的照片为素
材，油画笔触更加模糊。朱加的《他人之像》则选取社交网站
“脸书”总裁扎克伯格的侧面头像，创作了近 $"张不同风格、
不同材质的肖像画，在墙上排开后有 %"米长……策展人无
声胜有声地宣告：这场展览是对肖像绘画的再认识。
《开放的肖像》是民生现代美术馆特别推出的架上绘画

系列群展，将持续至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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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肖像》艺术展昨起举行

!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

（驻京记者 王亦君）《十
七大以来中国动漫产业
发展成果展》昨起在国家
博物馆举行。展览显示，
到“十二五”期末，我国动
漫产业产值将达 %"""亿
元人民币，比“十一五”末
至少翻一番，现代动漫产
业体系将基本形成。

这一展览是对十七
大以来我国动漫产业发
展成果全方位、立体式
的展示，代表了当前我
国动漫发展最高水平。
据展览介绍，近 (年来，
全国票房前 !# 位的动
画电影中，由上海出品
或投资的有 %*部，占总
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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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林明杰）
王劼音个展昨天在莫干山路
)"号华府艺术空间开幕。他
给自己的画展起名“无中生
有”。

这位前上海美协副主席
被称为美术界的谦谦君子，

一派与世无争的作风，但是
他在创作上从来我行我素，
不拘成规。这次是近年来最
大规模荟萃其近作的展览，
美术界同行和艺术爱好者闻
讯云集于开幕式，热闹非常。

他的油画像是水墨，他

的水墨像是版画，他无所谓
人们将他的画怎么归类。这
次展览中，他的不少油画是
类似大写意的花卉，而水墨
画是用千点万点构成的山
水。一派散淡宁静的气息，似
与不似的画境。

他承认他的创作道路是
“两头不讨好”，可能既不讨
好“传统派”，也不讨好“先锋
派”，但这样可能更有个性。

“无中生有”显个性
王劼音艺术展昨开幕

! ! ! !本报讯 ,记者 俞亮鑫-昨天下
午，上海故事广播新推出的读书活
动《星期广播阅读会》在上海书城
拉开帷幕，首期主题为“城市对照
记———东京和上海”，特邀日本著
名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和纪录片《乡
愁》导演舒浩伦对话，并与现场观
众互动。
《星期广播阅读会》由今波主

持，旨在满足快节奏之下忙碌的
都市人对文学的渴求，让人们以
书会友，汲取文学养分，享受读书
乐趣。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由本
报等主办的“爱满天下”杯第 %!届
全国青少年书画篆刻大赛近期在
沪启动。今年的主题为“捧着爱心
看世界”，希望来稿作品表现出生
活中的善良、微笑和美好。各画种、
书法、手工制品等均可参赛。大赛
于 #月 *"日和 %"月 !"日两次截
稿，分别评奖。稿寄江宁路 %#%)弄
!)号 %'%$室，邮编：!"""("，咨询：
)!)!%*#'。

!星期广播阅读会"

带听众享受读书乐

捧着爱心看世界
青少年书画大赛启动

“又一位史学大师化羽去了，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重大损
失。”昨天下午，朱维铮教授去世的噩耗传来，复旦大学校园抹上
了一层浓浓的悲伤气氛。复旦校园网、新浪微博上，老师同学及同
道学者们追忆这位言语犀利却平易近人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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