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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心不已成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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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盛夏，年逾米寿的祁龙威将反复

磨勘的《清史·朴学志》向国家清史委郑重

交稿，这位史坛大家为之紧张了六年的精神也

稍有舒展，虽说是 “老驽负重，力竭汗喘”，

但当这件浸润了他许多心血，凝聚其毕生才智

的《朴学志》书稿终于如愿完成，心中还是

充满欣喜，感到既可向国家清史委有个良好交

代，也对得起同乡同学同好之谊的国家清史委

主任戴逸的青睐与重托。
就在这一年的烟花三月，春花烂漫，垂柳

依依，沐浴着春日的温暖，游春踏青的人们成

群结队徜徉于栖灵塔下、瘦西湖畔，享受着生

活的甜蜜与温馨，可祁龙威教授却益发感到时

光的金贵与紧迫，正襟危坐在窄小的书桌前，

又开始铺纸握笔，悉心梳理修纂 《清史·朴

学志》的工作日志。他 要 向 时 代 有 个 汇 报，

向所有关心他的人们有个交代，介绍一下六年

来在治史旅途中的所思所作，所忙所得，以此

对“老驽负重，力竭汗喘”有个详实之说明。
《日记》以 2004 年 7 月 5 日为开篇。此后按工

作进展情况记载，时简时繁，时短时长，其中

2004 年下半年 ( 启动之年) 58 篇，2005 年

48 篇，2006 年 44 篇，2007 年 53 篇，2008 年

59 篇，2009 年 64 篇，2010 年 3 月 ( 竣工之

月) 3 篇，最后一篇为 2010 年 3 月 24 日，共

计 329 篇，约 3. 5 万字。经半年努力，祁公终

于将《修纂〈清史·朴学志〉日记》煞青定

稿，并很快被许多年来一直敬重他的赵昌智先

生慧眼赏鉴，编入《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 6
辑。诚蒙祁公厚爱，于今年 5 月将该书相赠于

我。游目饱览之时，真是惠风和畅，榴花竞放

之期，嫩 绿 嫣 红， 赏 心 悦 目， 而 300 余 篇

《日记》，犹如满树繁花，缕缕幽香似诉说着

孕育之艰辛，躬耕之勤劳，品读之下，感受良

多。
周密部署，踏实严谨。编纂 《清史》是

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

义深远，而 《朴学志》是 《清史》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祁公自荷命领衔之日

起，即对项目组工作周密部署，一着不让，踏

实严谨，环环相扣。于此，对 《日记》择要

摘引，以作明证。
2004 年 7 月 5 日，“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

组电话告知，申报 《清史·朴学志》立项已

获批准。”7 月 13 日， “组成 《清史·朴学

志》项目组，祁龙威负责。成员田汉云，陈

文和。张连生任秘书。报北京，抄报单位。”
8 月 9 日 “项目组商定撰写分工: 祁龙威写

《绪论》、 《小学篇》; 田汉云写 《经解篇》、
《诸子篇》; 陈文和写 《金石篇》、《目录篇》、
《校勘与 辑 佚 篇》; 张 连 生 写 《考 史 与 释 地

篇》。另约请朱家生副教授写 《天算篇》。要

求 8 月底各自拟定提纲。”9 月 4 日，“项目组

会议，回顾 8 月份工作，部署 9、10 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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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进度。”11 月 21 日“写‘样稿’近 3000 字

成。先释‘朴学’，一名 ‘汉学’，又称 ‘考

据学’; 再述顾炎武、阎若璩创清朴学。”11
月 26 日， “典志组郭成康组长偕林乾教授从

北京 来，商 讨 下 月 座 谈 会 事 宜。当 面 上 交

‘凡例’ ‘提纲’ ‘样稿’及部分 ‘研究述

评’。与汉云、文和同商谈，督进度。”
2005 年 6 月 23 日“收缴《朴学志》本阶

段稿件。”7 月 21 日 “整理 《朴学志·概述》
资料长编。”7 月 25 日 “始写 《小学篇》的

第一章 《尔雅学》。”12 月 30 日 “致函典志

组，请准 于 春 节 后，上 交 第 一 批 志 稿 8 万

字。”
2006 年 5 月 30 日 “上交典志组， 《朴学

志》第一批成品的修订本。”7 月 14 日“郭成

康组长来扬州，与项目组商谈，重申既定的

《朴学志》的特点: ‘以考据为中心’，不变。”
2007 年 10 月 13 日 “交代连生以 《朴学

志》第二批送审稿的修正本，寄典志组。”12
月 7 日 “反复校改 《声 韵 学》。”12 月 8 日

“报请典志组准许延期一个月，上交第三批志

稿。”
2008 年 2 月 22 日“项目组集会，部署上

半年写作计划……务必于 8 月底前交稿。”6
月 19 日， “项目组会议，部署 7 月底交 《朴

学志》第四批稿。”9 月 12 日“典志组电话通

知‘朴学’、‘西学’、‘思潮’三志将在上海

开座谈会，要求做好准备。”11 月 26 日 “遵

郭成康兄嘱咐，汉云归纳座谈会对 《朴学志》
的建 议，以 《小 学 篇》为 样 本，修 改 各 篇

章。”12 月 26 日， “以 《天算篇》交家生修

改，保留后半篇《算学》。”
2009 年 1 月 14 日“项目组聚会，商谈新

一年的工作。”4 月 1 日 “改 ‘清以前的 《诗

经》学’，核实材料。”4 月 2 日 “检欧阳修

《诗本义》，四库全书本。核改志稿。”6 月 18
日“与项目组同仁商交稿事，因五年合同至

本月期满也。”8 月 31 日“向典志组上缴志稿

《经解》全篇。至此已按合同交完 《清史·朴

学志》初稿。”10 月 6 日“致书戴逸主任，请

示对《朴学志》的审改事宜。拟于 11 月在扬

州开审改会，约请京沪专家汤志钧研究员等到

会指教，以便压缩篇幅，统一文风等事。”12

月 23 日 “收到戴逸主任信，已批阅 《朴学

志》初稿。”
2010 年 3 月 17 日 “写撰 《清史·朴学

志》的 经 过。”3 月 21 日 “磨 勘 汉 云 所 撰

《经解篇·春秋三传章》诸稿。”3 月 24 日

“与连生整理全志 ( 送审稿) ……交代连生将

全稿付印，一式四份，分交项目组同仁核阅后

寄交典志组转送审改组。”
可见《日记》对 《朴学志》修纂工作不

同阶段的工作重点，诸如项目合同签订，项目

组人员组成与分工，《朴学志》分篇提纲的拟

定，各阶段工作计划及工作进展情况，均记载

备详，对读者了解修纂工作全貌极有帮助。
虚怀若谷，不骄不隐。祁龙威先生治教治

史六十余载，始终牢记 “惟学逊志”之古训，

满腹经纶却从不恃才傲物，无论求学问业，还

是待人接物，均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隐，豁

达大度，坦荡真诚。由于书稿修纂工作是集体

行为，有多人分担，互有侧重，且各人还有其

他工作，故工作进度、质量难求一致。所有这

些，在《日记》中均有客观记载。如 2004 年

8 月 31 日“收缴提纲。未交齐。”2006 年 1 月

21 日“朱家生同志来，催其交稿。”2008 年 6
月 17 日 “典志组通报催交稿，申请延期一

月。”7 月 30 日，“修改 《经解篇·论语章》。
吸取专家意见。”10 月 31 日 “牛君向项目组

传达专家评审 《朴学志》第三批送审稿的意

见。有的需小修饰，有的需大压缩，也有的要

大改 ( 《天算》拟改为《算学篇》) 。”2009 年

3 月 29 日 “典志组转来专家对第四批志稿的

审稿意见，语多尖锐。即与牛润珍君通电话，

表示欢迎，盖对修改工作有益也。”作为领衔

之人，祁公以宽厚之心待人，一方面率先垂范

全身心投入 《朴学志》修纂工作，另一方面，

与项目组同仁密切联系，切磋商谈，提出他的

指导性意见，甚至帮助核实资料，至于督质

量、抓进度更是谆谆嘱托，贯穿始终。原中共

扬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昌智曾这么介绍:

先生受命领衔编撰 《清史·朴学志》以来，

大体每月小聚一次，先生自费请客，课题组成

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参加，我也跟着享受。其实

先生是借此机会或谈想法，或打催牌。这里的

“想法”与“催牌”都围绕 《朴学志》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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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聚”则是盈溢着至爱亲情的工作方式，其

用心之良苦不但收得积极效果，也传为美谈佳

话。
经过长达六年的艰苦努力，至 2009 年 8

月《清史·朴学志》初稿完成。全志 8 篇 15
章，凡 40 万字。按理在祁龙威统领下的项目

组成员个个学有专长，书稿质量是不会有什么

大的缺陷的。但祁公认为学术是严肃的，志稿

的质量除关系到志书的生命外，还关系到国家

清史工程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形象，万不可自

满自足，因此必须做到严格要求，诚征意见。
2009 年 11 月 20 日，《朴学志》统稿会议在扬

州举行，会上，祁公并没有藉机为自己评优摆

好，诉苦邀功，而是代表项目组对 《朴学志》
初稿做了极为严格的自我评估，光明磊落，胸

无杂念。他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向会议汇报

存在问题: 一、稿出 4 人之手，体例、内容、
文字风格都不统一。二、材料未经核实。三、
篇幅庞大，远远超出 35 万字的规定数。为此，

申请典志组给予一定时间，以便项目组进行一

次修改。修改的方案是: ( 一) 统一。1、依

照编委会与典志组制定的细则统一体例。2、
参考 《小学篇》的行文风格，以简古通畅的

语体文统一各篇文风。3、删除各篇之间的相

互重复或抵牾。 ( 二) 核实。1、磨勘所述内

容是否言必有据。2、查核所引证据是否确凿。
( 三) 精简。1、简化各篇所述历史渊源，略

古详清。2、简化一般内容，突出重点，以点

带面。3、简化引文，或删除重叠，或改长为

短，去芜存菁。以上方案，是否有当，提请会

议审定。”据《日记》记载，统稿会后，祁龙

威即带领项目组埋首于 “磨勘”、 “商补”、
“商改”、 “连日磨勘”之中，足见用功之精，

用力之勤，专心致志，终成大著。
博览群籍，言必有据。为了不辱使命，高

质量完成 《朴学志》修纂工作，祁龙威从不

以权威自居，也从不凭记忆治史，而是博览群

籍，温故知新，引经据典，言必有据。他认

为: “治清朴学必读清朴学家原著，‘采铜于

山’” ( 《日记》2005 年 1 月 14 日) ，他在刻

苦研读的同时还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这虽然耗

费了他许多心血和时间，却始终孜孜以求，乐

此不疲。《日记》首篇，就记载了作者 “阅邵

晋涵《南江文钞》，并以《四库提要》与之对

勘。”据粗略统计， 《日记》中有明确记载

“阅”、 “始阅”、 “续阅”、 “读”、 “始读”、
“温读”、“细读”、“检”、“始检”的达 90 篇

之多，几近 《日记》总篇数三分之一，记载

作者读过的经典名著近 80 种，有些著作动辄

“十卷” “十二卷” “三十卷” “三十四卷”
“三十五卷”，甚至更多，堪称卷帙浩繁，博

大精深，祁公不但做好读书笔记，有的还在笔

记后有 “龙威按”，阐述阅读该书的所思所

想。
祁龙威读书，不但读清朴学原著，还读今

人专著，不但读大陆出版著作，还读台湾学者

著述，拓宽视野，兼收并蓄，披沙沥金，汲取

精华。如他读过周祖谟的 《问学集》、 《汉语

训诂学》、《唐五代韵书的汇集和考释》，魏建

功的《古音系研究》、王力的 《中国语言学

史》，作者在 2008 年 5 月 8 日日记中写道“得

读周祖谟教授所写 《唐五代韵书的汇集和考

释》一文，考据精审，受教匪浅。当即据以

核定《朴学志·小学篇·声韵学》稿”。祁公

读过的台湾学者的著作有林庆彰教授 《清初

的群经辨伪学》，甚至还读过 “台湾私立逢甲

大学硕士生张清泉所作学位论文 《清代论语

学》”，这还只是一本“打印本”。即使新春佳

节，祁龙威也依然手不释卷，沉浸于读书的愉

悦之中。2007 年 2 月 18 日， “丁亥春节，始

读顾炎武 《音论》。”2 月 26 日， “整个春节

期间读顾炎武 《音论》。此老发展宋、元、明

人反对‘古叶音’的观点，谓 ‘古叶音’即

‘古本音’。他创造了开启一代古音学的理论

和方法。《音论》辑录明人论转注、假借。读

后始知之后戴震、朱骏声的六书理论实导源于

此。”
为了写好《声韵学》，祁龙威细读的著作

就有顾炎武 《音论》、戴震 《声韵考》、江永

《古韵标准》、《四声均韵表》，孔广森 《诗声

类》、段玉裁 《六书音均表》、 《声类表序》，

同时还搜辑清初与顾炎武 《音学五书》立异

诸家柴绍炳、毛先舒、毛奇龄等的韵学观点，

予以严密细致的比较论证，通过深透研究，方

如春蚕吐丝般写出 “考证音韵源流”、 “古音

之学以渐加详”、 “钱大昕创始发明古声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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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澧 撰 《切 韵 考》”，再 将 其 合 成 《声 韵

学》，全文探末寻本，脉络清晰，剖析入理，

言必有证。
老驽负重，不避艰辛。祁龙威接受 《朴

学志》任务时已是一位高龄老人，自喻老驽，

这并非自谦之词，任务为国家工程也确是重任

之实。其可贵之处就在于明知年高体弱，却依

然奉命领衔。带领项目组不避艰辛，风雨兼

程。自修纂工作启动，祁公多次以 “鞠躬尽

瘁”郑 重 明 志，抓 紧 分 分 秒 秒，惜 时 如 金，

不舍昼夜，国庆、元旦、春节几无休息。《日

记》记载: 2004 年 10 月 2 日， “评太炎先生

《清儒》毕。”10 月 4 日， “始评梁启超 《近

三百年学术史》。”10 月 7 日， “始评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2005 年 1 月 1 日，“与文

和商 拟 《校 勘 与 辑 佚》提 纲。” 2 月 8 日，

“农历甲申除夕，始写 《朴学志·绪论》第二

段。”10 月 5 日， “叙 《释名疏证》毕。至

此，写《小学篇》第一章 《尔雅学》已 9000
余字。交打印。”2006 年 1 月 2 日， “与文和

商改 《校勘》稿。”10 月 1 日， “始读王筠

《说文解字句读》。10 月 2 日，核校文和修改

过的《校勘与辑佚》上篇 《勘佚》。”10 月 5
日，“交代连生准备将 《朴学志》第一批上交

的修订本寄典志组。”2007 年 1 月 1 日， “与

文和商改 《校勘》新稿。”1 月 2 日， “为汉

云核《诸子篇》之 《荀子考》。”2 月 18 日，

“丁亥春节，始读顾炎武 《音论》。”2 月 26
日，“整个春节期间读顾炎武 《音论》。”5 月

1 日，“始写 《小学篇》第三章 《声韵学》。”
2008 年 2 月 7 日，“农历戊子春节，始检陆德

明《经典释文》。读吴承仕 《经典释文叙录疏

证》。”2009 年 5 月 2 日， “续写 《毛诗章》
第三节，叙段玉裁撰 《诗经小学》。”10 月 6
日，“致书戴逸主任，请示对 《朴学志》的审

改事宜。”
祁龙威两个儿子分别在澳洲和香港工作。

2005 年春夏之交，祁公伉俪前往探亲，即使

暂别扬州，他也将修纂任务随身携带，并无半

日空闲。在当年《日记》中记载: 4 月 18 日，

“《朴学志·概述》上、中、下三段合篇完成。
加注。此稿始撰于扬州，完稿于香港。4 月 25
日寄《朴学志·概述》稿于扬州，付连生打

印。”6 月 1 日，“与汉云、文和通电话，抓写

《朴学志》进度。”6 月 3 日，“从香港寄 《朴

学志·概述》稿与北京清史典志组。”
祁公年高体衰，难免会有病痛袭扰，但他

依然 笔 耕 不 辍，其 敬 业 精 神 由 此 可 见。如

《日记》2004 年 9 月 16 日 “感冒甚剧，坚持

续写前作。”2009 年 4 月 28 日 “病后续写前

作，重理思路。”高温季节，作者并不写自己

如何挥汗如雨，潜心研究，而是对项目组同仁

予以亲切慰问。2008 年 7 月 31 日， “项目组

集稿，感谢诸君冒高温完成任务。”作 者 在

《日记》最后写道: 《朴学志》任务得以圆满

完成，“经验仅有两条: 一曰虚心。先知学术

浅陋，惟边学边写。二曰刻苦。做到夜以继

日，不畏寒暑。由于严格贯彻编委会的指导思

想，严格遵守 ‘合同’，严格尊重项目组同仁

的成绩与意见，故能同心同德，共庆完稿。”
日记，是当事人对每日所作所思的真实记

录。如将某一阶段的日记贯穿起来，即可反映

出日记主人在该时段的人生足迹，记录了他的

工作、学习、社交、生活，也融入了他的思

想、情感、智慧。字里行间还可读到当时的时

代与社会的某种景象。因此，人们往往视日记

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祁龙威 《修纂 〈清

史·朴学志〉日记》就是这样一部富有史料

价值与研究价值的珍贵日记，既记录了祁公的

治史精神与学风，也足以明证祁公所率项目组

在修 纂 《朴 学 志》过 程 中 的 艰 辛 甘 苦 和 为

《清史》工程所作出的卓著贡献。虽然 《清史

·朴学志》尚未正式出版，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是书稿按时完成，体现了祁龙威所率 《朴

学志》项目组的诚信，也体现了他们对国家

《清史》工程的鼎力支持。二是虽然笔者尚未

读到国家清史委对 《朴学志》的评审意见，

但从国家清史委主任戴逸先后发表的对 《朴

学志》部分书稿的审读意见中可得知他对书

稿的质量是满意的。2005 年 11 月 2 日，戴逸

在审读《清史·朴学志·概述》后所作评语

为: “《概述》内容精深，条例清晰; 文字为

语体，简古通畅……其阐明朴学之意义、内

涵、成绩兼及其弱点局限，有述有议，不足万

字而甚得要领。”2008 年 10 月 24 日，戴逸在

审读《朴学志·经解篇》引言后又一次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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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肯定，“写得简明有序，内涵精深，条理

清晰，有理有据，是对清代说经成果导读之佳

作。”
笔者在拜读祁公 《修纂 〈清史·朴学志〉

日记》后，思 潮 澎 湃，钦 敬 之 情 油 然 升 腾，

于是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为祁龙威

学术活动 60 周年纪念会所致贺信 ( 见 《祁龙

威先生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广陵书

社，2006 年版。) 所言“祁龙威先生不仅是扬

州学人的一面学术旗帜，他也是属于中国的。
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继续为中国历史学

作出更多的贡献。”谨将刘吉教授贺语移此结

尾，自感合适之极，因为这也是我多年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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