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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立志、为史学立心，校友金冲及辞世
11 月 14 日，著名中共党史

和中国近代史专家、复旦大学杰

出校友金冲及先生，因病医治无

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金冲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

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

一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辛亥

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

年代——中国的 1947 年》《生死

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

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

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

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

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

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

国历史学奖。

镌刻历史，亦融入时代。从

上海到北京，从复旦大学到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一生笔

耕不辍，成果斐然，既为世人留

下中国近代史领域具有开辟意

义的史学力作，更有一部部伟人

传记和党史研究著作，展现了不

凡的史学眼界、治学能力和人生

智慧。

他说：“当代人写好当代史，

是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无论

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

是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当

代人和后代人各有各的地位，相

互不能替代。”

少年方遒
复旦求学与投身革命

1930 年 12 月，金冲及生于

上海。中学时期，他在历史课上

取得高分，并着手阅读《史记》

《纲鉴易知录》《白话本国史》等

史学书籍。

高中毕业时，17岁的少年金

冲及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抉

择：是选择就业机会多的化工

系，还是选择自己钟爱却较难找

工作的历史系？当时，因高校招

生是各自分开进行的，他已被一

所大学的化工系录取。经过紧

张的思想斗争后，他依旧坚定地

选择复旦大学史地系，自此开启

了与复旦、与历史学的缘分。

入学后，他用功学习，但彼

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愈发恶

化、国民党开展各种倒行逆施，

让金冲及实在无法只埋头书桌

“不关窗外事”。“我深刻体会到

如果国家和民族没有前途，任何

个人理想都无从谈起。”金冲及

曾说。

山河飘摇，民生哀叹。1947

年的寒冬，眼见上海街头总有冻

死的难民，有学生率先组织募衣

活动。随后，1947年的严冬，上海

街头每天都有冻死的难民，同济

大学学生首先发起劝募寒衣的活

动，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抓住劝

募寒衣和不久后的抗议九龙城事

件等契机，发动一大批学生。

1948年1月29日，国民党调

动军警对上海的学生运动进行

残酷镇压，金冲及在现场亲眼目

睹了军警持马刀乱砍，不少学生

因此受伤血淋淋的现实，金冲及

始终记得。

当时，有一本封面印着“文

章讲话，叶圣陶著”的书吸引了

他的注意，阅读后，才知晓里头

其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如此编印是为了逃

开国民党的搜查。也是在这一

时期，金冲及认真学习了马克思

主义和党的理论，并在 1948 年

初秘密加入了党组织。8 月，国

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

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

通缉了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

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

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

到复旦大学，全身心投入到新政

权的巩固和建设中。受教于周

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

蒋天枢、冯雪峰、唐弢、章靳以等

一批复旦名师，金冲及逐渐形成

“怎样才算是做学问”的标尺，在

历史学领域继续深入探索。

开天辟地
挑起中国近代史学科“大梁”

1951年，金冲及毕业留校工

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

处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

职，同时负责教学。

虽说工作量增大，但对喜欢

历史的金冲及来说，他自然十分

愿意投身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

与研究领域。1952年，恰逢全国

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

要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

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

围来设置课程。

过去的史学研究，并没有把

中国近代史专门当成学问，对金

冲及来说，这既是挑战，亦是难得

的机遇。在备课、授课过程中，金

冲及反复对中国近代史加以研

究，如同慢慢挖掘一座学术宝藏。

1953 年起，金冲及与胡绳

武开始在复旦给学生讲“中国

近代史”。历史学系教授金光

耀认为，这门课奠定了复旦大

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基础，

也让中国近现代史成为复旦大

学历史学科的强项。“我们这一

代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

长起来的。”

1955年春节，金冲及一天写

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

题的意见》引起了史学界的重

视。这是他第一篇重要史学研

究成果，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

谈及做学问的诀窍，金冲及有独

到见解：“重点是问题意识，有了

问题才会去寻求解决。”

1960 年起，他又陆续带过 5

个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

生”），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中

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

在给谭其骧先生八十岁寿

辰的贺信中，他曾写道：“治学即

便是小处也不敢掉以轻心，宁可

把自己当笨人对待，多下笨功

夫，不敢巧取，更不敢‘想当然’

就信口胡说。”

时不我待
知天命之年为伟人立传

1981年夏天，金冲及由文化

部借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参与《周恩来传》的编写工作。

1983 年，金冲及完成正式调入；

隔年，他担任研究室副主任，

1991 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

2004年离休。

知天命之年，金冲及不仅要

参加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

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还要研

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编

写他们的传记，可谓是新的压

力。但换个角度看，这也非常有

吸引力，因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保存着大量党史资料，特别是

主要领导人的原始资料。

徜徉于历史文献之中，大大

开拓了金冲及的治史空间，加之

得到胡乔木、胡绳等老一辈党史

理论家的耳提面命，更使他受益

匪浅。“办法只有：不气馁，不取

巧，首先从系统地脚踏实地地钻

研原始档案着手，多向其他同志

请教。”

秉持着这种精神，在研究室

三十几年的时光中，金冲及主编

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

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

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

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

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

国家图书奖。

除编写领袖人物传记外，金

冲及还参加了一些领袖人物年

谱的编辑工作。人至耄耋，金冲

及仍未搁笔。75 岁的他不会用

电脑打字，却仍坚持用笔一个字

一个字写下来。

一生牵挂
无法磨灭的复旦情结

从 1947 年到 1965 年，金冲

及在复旦大学待了足足 18 载。

时间再向前推，他从 10 岁就进

入了私立复旦中学初一年级读

书，完成了初高中阶段的学习。

“金先生是最早一批复旦学

生地下党的成员之一，他对复旦

的感情尤为深厚。”复旦大学档

案馆特聘研究员、78级本科生张

国伟本科上过金先生的《辛亥革

命 史》，毕 业 后 无 更 多 交 集 。

2020年，张国伟关于校史的著作

《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出

版，在同学建议下也寄了一本给

金冲及，并未抱希望有回音。

未料，金先生给张国伟回

了一封长达六页的长信，一手

蝇头小楷，清秀齐整，饱含对这

个陌生晚辈的鼓励，也指出了

书中一些可改进之处。从那以

后，两位年龄相差 30 岁的复旦

历史人，因对复旦的热爱再次

建立联系。

“金先生记忆力好，侃侃而

谈，让我深受启发。”金冲及已过

90 岁高龄，却记忆力惊人，思路

清爽，几十年前的事情在他口中

栩栩如生、如在眼前。这让张国

伟恍然回到当年的 1239 教室。

那是第一教学楼一个有后门的

大阶梯教室，金先生的课从来满

满当当、无人缺席。

离开复旦后，金冲及一直心

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尤

其是对后辈学者的成长给予关

注和支持。

“与金先生第一次见面，他

竟然很热情地说，他知道我，这

让我很惊讶。”复旦大学历史学

系主任黄洋回忆，“我之前并没

有机会和金先生打交道，聆听他

教诲，他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小青

年呢。看我一脸疑惑，他解释说

之前听朱维铮先生跟他介绍过

我，他就记住了。离开复旦这么

多年了，他仍然如此关心母系的

情况。”

2023 年 8 月因病住院前，金

冲及仍完成了新书的编辑整理

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金

先生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二十

世纪历史的研究。”

进入复旦的那一刻，金冲及

或许并未想到今后的人生走向，

但他始终记得身为一个复旦人、

一个历史学人的初心，为民族立

志、为史学立心，为理想信念而

奋斗终生。“路是人一步一步走

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

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

的出发点。”

金冲及先生千古！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方东妮 丁超逸

11月15日上午，复旦大学

党委书记裘新会见日本驻沪总

领事、大使冈田胜一行，双方就

加强复旦与日本高校合作交流

交换意见。

冈田胜表示，复旦大学作

为中国顶尖学府，在政治、经

济、媒体、文化等各领域培养

人 才 ，在 海 内 外 享 有 声 誉 。

他提前向复旦大学即将到来

的 120 周年校庆表示祝贺，向

复旦为留学生提供安全、优

越的学习环境做出的努力表

示感谢。作为华东地区日本

研究基地，复旦大学日本研

究中心发挥重要作用。今年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迎来

成立 34 周年，他对将于本月

下旬由该中心主办的国际学

术研讨会充满期待。冈田胜

表示，持续的对话和学术交

流是增进中日理解和促进合

作的重要途径。

裘新介绍，复旦老校长陈

望道曾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

新闻系创办者谢六逸先生毕业

于早稻田大学，复旦-早稻田

国际双学位项目也迎来 20 周

年，目前，复旦大学与超过 40

所日本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这

些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合作项

目对促进两国间的教育文化交

流，加深年轻一代的相互理解

和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

区域国别学科被列为一级学

科，复旦大学对日本的研究将

更加深入，希望为推动中日教

育合作与文化交流提供新的动

力和视角。

复旦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会见。

本报记者李怡洁

日本驻沪总领事、大使冈田胜到访

金冲及，1930 年生，上海

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历

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

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

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

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

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

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史学

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

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

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