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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阅世六十年》

前言

十几年前接读杨振宁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筹撰一部《读史阅世六十
年》的心愿。时光流逝，转瞬间自童稚初听《左传》故事至今已大大超过原估的六十年了。只有从考
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1943秋考，1944春夏之交发榜）起算，此书写撰的完成与出版在年代上才符
合整整一个花甲。有鉴于六十这个数目，无论在西方文化发源地两河流域，还是在远古不断扩大的华
夏文化圈内，都涵有非常丰富的意蕴，我决计保留原拟的书名，不去计较年代上的出入了。    本书主
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
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唯有如此作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
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由于近十余年主要研究对象是先秦思想中若干困惑学人两千多年、之久的
难题，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
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
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用
意在叙述并分析我们金华何氏一家（族）四房之中，即使是事业上最成功者，对族人真能提携资助的
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紧接着再以此“专忆”用在“附录”里作为一个第一性的实例，以加强检讨
近十余年来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和科举制度的主要学人对家族功能过分的夸大、对科举制度
促进社会血液循环功能过分负面看法的错误。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 
  本书“上篇”其余的“专忆”虽然是应邀早已撰就的短篇，但其中“应酬”的成分微乎其微，都是
补充本人早期学思历程中不同阶段的有用史料。清华及西南联大时期不少位师友，神貌言笑仍历历如
新，其中凡一言足以启我终身深思、一行足为后世法、故事轶闻至今仍清新隽永者，不拘长短，都一
一罗致在“上篇”之末的“师友丛忆”章。雷海宗先师对我治史胸襟影响深而且巨，所以在“上篇”
享有最长的“专忆”。    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
。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
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由于中国大陆教育政策和制度革命性的改变，“上
篇”回忆和评估的重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留学考试专科
及英文写作要求的水准等等——目的都在探索提供“标准”，以备华语世界今后发展通识教育的参考
。    年代上“下篇”涵盖过去半个多世纪。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
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
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
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
果。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地，我之所以穿插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
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    如果本书对历史社科内
外的广大读者都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的话，我将引为衰年尚未辍学的岁月里最大的报偿和欣悦。    对
本书的写撰与完成有所贡献的是以下几位学人友好：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汪
燮博士，十年如一日，几乎无时不在为我穷搜广借所需参考资料。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何汉威
博士，自1993年初识即不断鼓励我从事治史经验的写作，一再供给有用史料，并备极用心地校核全部
书稿中个别史实、人事、年代等细节。杨振宁先生不但核正了我对联大回忆中涉及的人名、街名等，
还认为我对清华和联大数理教研的综合评估并不显示人文学者的外行。本书筹撰初期，与劳贞一院士
和汪荣祖教授多次电谈治古史新思路时，曾获得他们积极的反应和鼓励。南开大学领导世界史教研的
王敦书教授曾供给近年纪念雷海宗先师的文册和雷师《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遗著。同校郑克晟教授，
除寄赠乃父毅生（天挺）先生纪念文集之外，还特别为我复印郑先生六十年前评阅第六届清华留美公
费明清史考卷的日记一这是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在筹撰第十九章附录“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三十
年后的自我检讨”的过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教授
，不但屡度和我通信讨论，并且不时惠赠近年有些重要的考古论文集和海外很难及时获得的专门报告
，有如鄂尔多斯博物馆的《朱开沟》——以动物为母题，富有浓郁“亚欧草原”气息的青铜器群的发
源地。对以上诸位旧雨新知，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万雄博士对本书写
撰和出版殷切的关怀，张倩仪女士对书稿内容及其他建议，黎彩玉女士始终耐心的编辑工作，都是我
应该在此一并申谢的。    何炳棣    2003年11月10日于南加州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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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其中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
“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期前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
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本书简体字版原由广西师
大出版社出版，现因何炳棣先生全部著作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推出精装纪
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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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一年插曲：山东大学    我在1932年冬因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
于1933年夏考入山东大学，1933年秋入学，1934年夏转学清华大学。在山大仅仅读了一年，可是这一
年使我终身难忘。    在山大我主修化学，抵校后才知道化学系可能是当时全校最坚强的一系。系主任
汤腾汉先生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并经德国国家考试取得优等药物化学师执照。30年代德国的化学无
疑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汤先生非常诚恳，不时到一年级定性分析实验室亲切“视察”，回答实验上较
难的问题。记得最后几周学习如何化验矿石。从磨粉、溶解以至如何分析无法溶解的渣子，工序和难
度都超过清华的大一定性分析。普通化学由傅鹰教授主授。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理论物理造诣
很深，尤精胶体化学。他的课要比清华张子高先生所教的普通化学高明得多。幸而那时有高班学长指
教私下加读美国大二化学教本，才能在傅先生班上取得高分。傅先生一看就是聪明绝顶的人，对学生
要求十分严格，使一般学生不易和他接近。事实上他很幽默，喜欢和同学们谈科学水准和掌故。    除
了化学之外，我在山大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英文上，那时外语系主任是梁实秋先生。他决定将一年级新
生（工学院的除外）先做一甄别笔试，然后分组上课。笔试第一名是主修化学的张孝侯，他得力于留
美回国的哥哥的多年家中教导。张口语和写作都好，免修大学英文。我考第二名，不免修，分到甲组
，教授是泰勒女士（Miss Lillian Taylor）。最不可解的是她明明是美国人，但三番五次地警告我们决不
可学一般美国人的发音，尤其不准读出“滚转的R”（所谓的rolling r），一定要学牛津人的“a”。她
英文发音和语调是比“皇家英文”都更“英”。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在20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
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    真
幸运，这一年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地道的英文口语，改进英文写作。记得全班刚刚读完爱尔兰当代第一
作家James Joyce的Eveline这短篇小说之后，她出了作文题目，叫我们写一篇中国的Eveline。原著中这女
孩大概十八九岁，住在首都都柏林，母已丧，父亲是不时发酒疯的工人。她结识了一个跑远洋的水手
，两人已有默契，迟早结婚。这次水手回来，坚持两人乘船私奔成婚卜居澳洲。事实上，他已把她说
服了，因为无论如何海外两夫妻小家庭的生活一定会比她目前的生活好得多。可是，直到就要开船了
，她仍是半麻痹似的凝望窗外，始终不忍摒弃衰病潦倒的父亲；最后船和汽笛之声都在沉沉暮霭之中
消逝了，她才被熟悉的手风琴奏出的凄凉的爱尔兰民歌惊“醒”过来。作文时我只需把都柏林换成胶
州湾，把Eveline换成一个高密海滨的村姑，其余几乎可以照抄，只是完全用自己的词句。一星期后，
泰女士在班上大声地叫着说，怎么全班都把题目作错了，全作成社会伦理的评论了，只有Mr.Ho写出
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背景是胶州湾，情调却又有点像Joyce。    总之，山大这一年，仅就英文训练和
进步而言，已是一生难忘的一年了。    大一国文是游国恩教授主讲，他是江西人，国语很好，学问渊
博，讲解深刻动听。可惜我那时精力都放在化学和英文里。由于对游先生印象很深，我离开山大之后
一直注意他的行踪。知道他不久转到武汉，最后转到北大。在美国迟迟地才知道游先生与1946年被杀
害的闻一多先生原来是两位《楚辞》的世界权威，我小小年纪在山大时虽然有眼，但还不能体会出这
位老师是座“泰山”。难怪牛津大学郝克斯（David Hawkes）教授英语的《楚辞》名满天下，因为郝
是牛津古典文学（希腊、拉丁）杰出的学生，1948—1951年被选派到北大跟游先生长期研读《楚辞》
的。30年代山大中文系还有出名的古文学家丁山教授，国学方面相当有名的张煦教授和清华大学研究
院毕业的萧涤非教授，萧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家。此外，赵太侔校长和前校长杨振声先生都是蜚声
文艺界颇负时望的。总之，30年代山大的中文系是有声有色的。可惜我在山大的一年，闻一多先生已
去清华，抗战期间我和他同在昆明昆华中学兼课，成为邻居，偶尔从谈话中发现他对青岛和山大具有
美好的印象。    那时的物理系，也极有朝气。系主任王恒守非常能干，以个人的热诚吸住了杰出的王
淦昌教授，并抢到由美刚刚回国的任之恭教授。王淦昌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柏林大学深造获博士的。
五六十年代知道他曾任苏联都布纳核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并是祖国成功试验原子弹及氢气弹的少数
领导人之一。在我的脑海里，他的成功也是山大的光荣。任先生未回国前数年，已经是哈佛大学物理
和无线电的专任讲师，那时华人在世界第一流大学任教之后才回国的实在罕见。任先生常和傅鹰先生
打网球，我们在旁观看闲谈，无不钦羡，引为山大之荣。    由于年少识浅，那时对其他学系缺乏了解
，只知道学校既设在青岛，山大海洋生物方面在国内领先，此外相信其他学系都具有相当水平。短短
一年之中的总印象是：山大是自然环境极为优美、已具基础、规规矩矩、认真教研、正在发展、前途
不可限量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之所以一年之后即转清华重读一年级，完全是为了长期准备投考中美
或中英庚款考试的便利。亲老家衰更增强了我力求尽速争取出国深造机会的决心。    30年代前半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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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和山大生活值得回忆之处甚多。青岛真堪称人间画境，当一个十六足岁的我，在9月初暖而不威的
阳光之下，首次远望海天一色，近看海湾和楼房圈住的海面晶莹得像是一块块的超级蓝宝石，波浪掀
起片片闪烁的金叶的时候，内心真是想为这景色长啸讴歌。尚未走到栈桥，阵阵清新而又微腥的气味
早已沁人心脾。那些常绿和阔叶树丛中呈现出的黄泥墙、红瓦顶的西式楼房群，配合着蔚蓝的天、宝
蓝的海，形状和色彩的和谐，真应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们描绘的理想对象！1985年夏重访青岛，海天依
旧，大部建筑都已陈旧了不少，原来楼丛中出现了一些解放后所建灰暗的大砖楼，正如北京北海五龙
亭外大而无当的灰楼群一样，部分地、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原有色调的和谐。    30年代山大膳食的物美
价廉，至今令人艳羡。我包了教职员的伙食，好像是每月八元，每日三餐，午晚两餐比一般饭桌多一
个大菜。肉类充足，常有海鲜对虾。早晨可以另自出去吃豆浆、烧饼、油条。胶州的大白菜和大葱是
驰名全国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饭后无法去阅览室看报，因为那里照例是蒜味熏天。    男生宿舍是八
人一大间，同屋有廷荣懋（改名廷懋，内蒙政军首长之一）、郭学钧（改名郭林军，80年代初任北京
图书馆副馆长）。同班有王广义（改名王路宾，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袁乃康（中国科
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已荣休）。女同学中郑柏林最诚恳、最用功，难怪她自新加坡回国后成为著名
的海洋生物学家，英文版《中国建设》中曾刊过专文介绍赞扬她的教研成果。其余有成就的校友还不
少，不能一一列举。1981年10月我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宴会坐在湖
北省省长韩宁夫的右手边，才发现他是1935年秋入学的山大校友。郭学钧在京面告：七七事变以前，
凡是山西到山大“留学”的，每人每年都得到阎锡山二百元的支助。根据这一重要史实，再参照以上
我所做的欠系统的、主观的、但绝非无据的杂忆和评述，不难想见解放前山大在全国高级学府中应占
的地位。    1933—1934年我在山大的一年，是我一生英文进步很猛的一年，是我身高达到极限的第一
年，是广义教育行万里路的第一年；由于青岛大自然的号召，又是我一生“美育”开始的一年。   
P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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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何炳棣先生堪为文科诺贝尔奖级的学者。是一部内容详尽的个人成功史，书
中传递了艰忍自强的奋斗精神和永不停息的学术追求。作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复原三四十年代清华
和西南联大的人情故事，还原大师诞生的现场。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先生的自传，他把自
己一生求学和治学的经历“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既是他个人“读史阅世”
的学思历程，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丰富翔实，启人深思，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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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过何炳棣，方知超越余英时。
2、乡贤著作。书中所述清华大学当年教育之美善，较诸今日不啻天渊，令人感慨。师友丛忆，颇涉
学人掌故，亦多可观。
3、最精彩的是上半部分，可一窥民国精英教育的水准。
4、看一代大家的成长经历很过瘾，就是有时问题讨论太专业看不懂~！
5、书的质量很好，内容很不错，适合较为广泛的人群阅读
6、有学术，有八卦，又有个人及时代的历史记录，读得很欢乐，也深受启发。不过书中还是夹杂了
奧、滾、姍、勻这样的字形没统一，强迫症发作时看得好难受。
7、以学术为业的人应当好好看看！
8、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关于西南联大的教与学，师与生。何先生治史方法很是钦佩。有一点很受用就
是先做具体研究，避免空泛无着的论述，才能广博上有所突破。何先生的专业文章，没有读过。读了
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后，才看的这本书。可惜学生时代已不再，早遇上这两本书，自己的学业可
能还会更进一步吧。
9、真性情 真学人
10、个人 家族史，以小见大 很有价值
11、一代学人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为学心路，何先生对人对事虽偶有偏激，但那一代学人身上闪光
的东西非常值得今日后进学习，严重推荐！
12、治史者扎实的写作方式，耐看，不过气度略逊
13、本是专业老师推荐的书目老师要求写读书笔记的。。。于是。。就买了。看了一部分之后受益匪
浅作者的成长经历，以及时代背景很鼓舞人心。
14、才读一半，真的是本自己写的回忆录。远离学历史的，他们什么都记得。。。。读完了
15、一读起来简直停不下来，一代顶级学人的真诚而充满学术价值的自述，跟着作者的叙述，从他的
青年时代一步一步到后来的成名成大家，仿佛自己也一步一步成长一般。想到作者年轻求学时何其刻
苦，不由得激励自己：能做的还有太多。
16、何老真真是极其有趣又博学的人啊。。这本书一方面可以看作一篇近代学术史以及美帝各校学术
风格以及博士培养的回顾，除此之外，可见的是何老的生活情趣，这一点可见于他在书中极其热爱介
绍各地的“美食”，同时，本书岁数可见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自傲”，还有他对自己学术上“敌人
”的调侃，以上种种都能反映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性情。
17、可帮助了解学术生活历程
18、读了之后觉得各个阶层都会有天赋高的人，教育和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读经典确实会让人的底
子变不一样。人跟人的巨大区别，基因只占一部分而已。
19、推荐,和许倬云先生的书对照读
20、很好看的传记
21、何先生在书中有很多关于吃的描述，尤其是对一些小吃的记载，让人很亲切，原来这样的大学者
也是如此的接地气~但是有一点，先生对于自己在考古学方面的成绩有点自夸了，尤其是对张光直的
不屑，单凭一本书要想秒杀张光直有点说不过去，让崇拜张光直的我看后很不舒服。
22、一般般。用处不太大，可以对研究近代学术提供一些帮助
23、二读。中华书局精装本做得很漂亮，内容还是一堆猛料加何炳棣不断嘶喊"我牛逼我牛逼我就是牛
逼！！"
24、一个聪明、努力、目标明确的人。以治史的求真写个人治学史，有治史方法也有大师八卦（陈寅
恪冯友兰胡适麦克尼尔等)，都真实可信。所有说他自恋，个人觉得只是求真，成绩和赞誉皆有证据，
难道非得谦虚地掩盖不成？他也说过自己虚荣，连竞争对手生病不能参加考试是自己的机会这种话都
直写出来，说明确实坦诚。
25、挡我学习者死、出回忆录黑人报仇神马的不觉得很带感么，想这样首先要成为白羊男&我觉得何
炳棣曾经也是有参与政治和改变中国的热情，但是当右派无法在一群狂热的左派中安身立命的时候那
种无助还是比较绝望的，当年的清华学生会同届小伙伴的那些事欲语还休&都是“我最牛逼你们都是
傻逼”的态度，我更喜欢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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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那一个时代的人的求学治学经历与感受，个人的，也是时代的。遗憾的是，那个时代虽然相隔不
远，但今天的人，已经读不懂他们了。文化断代，有使无知故。更有甚者点评里望文生义，深文周纳
般的指指点点，缺乏半点敬畏，真是莫名其妙。
27、明白了什么是“学术中人”
28、纪念历史，不错
29、何老目的明确，行动果断。
30、真性情。增广见闻，十分有益。
31、读罢此书，将何炳棣这个未曾听闻过名字的学者变成了与我隔空对话的校友、导师与长者。全书
分“国内”与“海外”上下两部，为读者展现一个有anchor的学者样貌与成长历程，逾半世纪前的人
事，读来依旧清新隽永。详情可参书评拙作。
32、书好，送货也快。。。。。。
33、一个牛逼而装逼的史学家（大不敬，自掌嘴若干）
34、前辈学人人生，治学历程，又侧面描述我们过去的百年历史。
35、真所谓才华横溢
36、人大了，清议的热情也就减退了，一是顾虑的人多了，二是顾虑的事多了，三是习惯成了自然，
欲说还休，自扮深沉。而互联网大了，所获得的资讯也就少了，想想自己多久都只去那几个地方就知
道了，思维固化了，所知“专业化”了，在几次自顾自说的论战后，道德假High。或许出于以上的考
虑，现在买书也趋向于两极化，一是专业越来越深，二是杂书越来越广，但真正细看的也为数不多。
　　 最近翻完的也就两本，一是《城记》，一是《读史阅世六十年》。前者讲的是一个人和一个城市
，梁思成之于北京，而后者讲的是一个人和一个专业，何炳棣之于历史学。　　 王军当年关于此书以
及由此带出关于城市的想法在读库上看过，然而感觉依然还是存在着某种理想主义情结，正如本书一
开始所描述关于胡同的巷战，挺者觉得是历史、且有自己的功能发挥，倒者则认为胡同是落后、不适
应现代的生活，细数一下，当年论战的人应该还安在，不知看到现在四合院的天价该做何感想？同样
的，当年梁思成认为社会主义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国有化更适合发挥土地规划者的主观能动
。而梁思成与当年苏联学者所争论的城市规划中要不要分区也是现代城市热议的话题，最浅显的是，
当人们每天都要从郊区赶去城市中心，再复回到郊区住所，无疑是增加了成本的。当然，在那个年代
任何东西都是与政治、军事挂钩的，大屋顶之争也使得梁思成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王军有一句话倒
是说到了点子，梁始终没搞清楚...北京的政治第一性，而历史钩沉，北京的地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了预防大战的准备。谈古溯今，现在虽然大战的阴影渐去，但是看看那些宏伟的大裤衩，谁说与政治
、与利益无关？　　 初买《读史阅世六十年》时本以为会是本有意思的书，大家小书娓娓道来，然而
真是翻来才发现时又长又琐碎，细枝末节的计较倒真搞不清是出于学术本能还是自身的不安全感，又
或者两者皆有。一是对本家各杰出之士的描述，谈完后再点题：两宋以降，族对族人向上流动的功能
是绝对不会大到海姆斯未明言、而几乎相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程度的，全族能否有新的成功
者几乎完全要靠个人的天资、教育、意志和奋斗。二是谈及西南联大的种种经历和清华精神，最后才
说，“无极倍数的无限小的总值仍是无限小”这才是对目前主张学术极端部门化的当头棒喝。三是关
于当年的学生会以及在芝加哥大学的混战，由于本是孤证，奈何作者非要拿出书信来作证，倒显得有
些小家子气了。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里面的学术部分还是值得我来高山仰止的，一是关于资产
阶级萌芽的论述，二是关于孙子的考证，当年读李零的《兵以诈立》就说了孙子与老子的种种关系，
认为孙子是老子的徒弟，是老子在军事上的具化，而何氏则认为，孙子要早于论语、早于老子，至于
孙老关系还是一脉相承，不过这回孙子倒成了老子的老子了。 阅读更多 &rsaquo;
37、壮阔的人生，不懈的努力
见贤思齐焉，家国平天下
38、书的内容很好，已经是在买第二本啦！快递也不错，比想象的早到了几天哦！
39、学人回忆录之典范。毫无夸饰，据实直书，虽乏文采而胜义纷披，所述之民国学风足令后人怀仰
，所论之治学甘苦尤堪后学深思。吾读是书而知前三十年之非。
40、何炳棣果然是历史学大师，所用语言之精妙实在是难以用一言形容，收益匪浅，还在慢慢阅读消
化中
41、回忆录写成这么严谨，令人肃然起敬。可惜对历史一窍不通，何跟张光直吵的那架，到底谁更有
道理哇？另外，他和新清史也吵过架，书里完全没有提到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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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14晚上读完
43、书中的内容，正如杨振宁在封面上的点评一般，不仅仅是一个求学、治学的过程，更是一个实现
个人伟大抱负的旅程。
44、这是何大师的学术回忆录，可作为史学读书的参考。最后一章，何大师对杜维明等大师等新儒学
大师们的学术批评，很合理，看得过瘾！
45、买给伯伯的。他这几天都在读。很好！
46、说了些自己的经历，很真诚，不过感觉输的后半部分没有前半部分那么好玩了。
47、自吹自擂。
48、彪悍的人生
49、作者叙述自己的为学经历，对于关注中美留学史的人或许有用，也记载了一些老一辈学人的谈话
和趣事，都可当资料用。但是没有像评论说的那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的学制或对治学有很大帮助
。这是一部学有所成者的人生总结，里面不免有些沾沾自喜的口吻，呵呵，不过这个如果是真的也是
可以理解的。总之，是一部好书，但是非我所需。
50、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
51、博士答辩那部分真让我等后学汗颜。
52、梅花香自苦寒来
53、何老先生让人敬畏
54、确实是学霸启示录，学林掌故也十分有趣。刚开学黄老师推荐的必读书，利用国庆回家陆续读完
。
55、比广西师大版的多了人名索引，好。
56、其实只看完国内部分，海外之部并未看。何老是真学者，书中尽述求学之路，看完感叹自己所挥
霍的、早已逝去的青春年华。
57、隔行如隔山，下篇不甚爱。生性喜八卦，哈哈。人生机缘巧合太多，所以犯不着怨天尤人或羡慕
嫉妒，好好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其他的交给命运来定夺。越来越像宿命论者了。何先生出身既
好，天资亦高，又很勤奋，自述读书求学之路发人深省者甚多。
58、对历史学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
59、非常喜欢读回忆录，能满足我的八卦欲望。此书干货甚多，不过读来真是能感受到何炳棣先生扑
面而来的满满优越感，虽然确实有炫耀的资本。
60、不及上学记
61、推荐给做历史研究的同学
62、不錯的書，也算是史學專業入門書吧，能學到何先生的治史經驗，尤為精彩的是雷海宗回憶一節
，一代史學宗師感人至深。建議歷史專業的人購買。
63、何炳棣先生读史
64、回忆录加论文，只不过那些学术文章片段我兴趣不大，反倒是民国和留美逸事我读的津津有味，
总而言之何炳棣是天才，而且是家境殷实的天才。
65、很自信的一位学霸
66、讲真不大喜欢看传记，不过也是从这些传记中看出老一辈史学家如何研究历史。没有很仔细看，
仅翻阅。大概自己还是喜欢世界史多一点，书中后部分关于中国史的研究真的拉过，有些惭愧。
67、为了写篇文章读的这本书，本来打算只读UBC相关的三章。后来读了之后觉得各类掌故甚多，便
忍不住读完了全书。不得不感叹何先生还是有才有个性之人，连回忆录也依然保持了犀利的风格。
68、对我影响颇大的一本书。断断续续把它看完了，其中的许多是我未曾了解到的。文笔有些硬朗，
看起来也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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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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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读史阅世六十年》的笔记-第7页

        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的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吧一块红烧
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的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
脑海里，深入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史慎终的优化意识呢！

2、《读史阅世六十年》的笔记-第136页

        更新了关于留美庚款的两个认识：
1.留美庚款似乎并不是美国人发善心退回来的，而是美国人发现清朝的赔款收多了，清廷的谈判官员
据理力争讨回来的，美国人自然不愿意白银返还，便通过办学的方式返回多余的庚款。这段内容在这
本书中看到过，不过现在找不到了。
2.只有状元才能够获得庚款留学资格。庚款考试三年一届，每届考试科目不定，包涵理工农医文史经
济。令我惊讶的是，竟然只有每个科目的状元才能获得留学资格，这样大的竞争力是我不能想象的，
也可以理解这批人在日后成材率之高。只是有两条疑问：a,庚款留学是否有必须回国服务的前提条件
？b.何炳棣先生完整回忆了他参加西洋史科目考试的内容和背景，着实翔实精彩！可以看出那时文史
学人功力深厚。然而，那时的工科医科是如何选拔的呢？网上这方面资料甚少，这或许对现在general
engineering education颇有益处。
附：
136页有一张摘自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第六届留美公费生发榜名单照片，整理如下：
国立清华大学第六届考选留美公费生揭晓广告
（甲）录取名单
西洋史——何炳棣  会计学——黎禄生  医学——黄（日水）造林学——吴中伦  数学——钟开莱  动物
学——凌宁  矿物学——张炳焙  道路工程——钱钟毅  机械制造——白家祉  电机工程——曹建猷  航空
工程——沈申甫  社会学——李志伟  师范教育——樊星南  制药学——王積涛  农具制造——吴仲华  物
理学——杨振宁  植物病理学——方中达  气象学——郭晓岚  造船工程——张燮  无线电学——洪朝生  
化学工程——张建侯
附注：农学与纺织二门因成绩未符合标准名额暂缺
（乙）注意事项：
（一）凡录取各生应暂仍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各生住址如有更改望即通知本校教务处。
（二）未录各生所缴证件除以由本校转送中英庚款董事会者应另由该会发还外，可凭证件收据领还。
如须邮递望附足挂号邮费。

3、《读史阅世六十年》的笔记-第268页

        无论西方或东方，只有微观的个案配合宏观透视，才能相得益彰。

4、《读史阅世六十年》的笔记-第31页

        大家齐声回答：“会做啦。”不知何故他（任课的董老师）独独认为我热烈大声的回答是轻佻犯
规，以讲书用的藤杆狠狠地打了我左手心三下。小时候语文课上老师教“戴”字的写法，问“田”字
下面是什么字。大家齐声答曰：“共。”唯坐我后面的男生声音特别巨大，惹恼了老师，被拎到教室
后面罚站。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哎我笑点真低。

5、《读史阅世六十年》的笔记-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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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读书方面＂扎硬寨、打死仗＂平行的磨练意志的办法是自我诅咒：今后在清华读书期间如果进
城去听一次京戏，留美或留英考试就必名落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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