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存训是享誉世界的中国书籍

史、印刷史专家。钱存训一生与图书

馆事业结缘，抗战期间他任职北平

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守护南迁古籍

善本，曾冒生命危险将书籍寄存于

美国国会图书馆；    年，钱存训

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任

职期间，将该馆建设成北美最重要

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之一。

李零教授言：“钱存训，以一书名

世，曰《书于竹帛》。”此书正是钱存训

于     年开始撰写，    年完稿，

    年出版的博士毕业论文。在《中

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刊》发布会

上，复旦大学古籍保护中心吴格教授

回顾了他与钱先生交往的历史，同大

家分享了《钱存训先生二三事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厘清复旦

大学图书馆中庞氏百柜楼的古籍来

源脉络，吴格依据从福州路旧书店

处寻来的线索，向远在大洋彼岸的

钱存训致信，询问南迁善本的相关

细节。“那时通讯科技尚不发达，需

靠手写授信。但钱先生很快给我回

信，对我有问必答。”吴格回忆道。由

于同样从事图书馆工作，吴格与钱

存训的关系多了几分同行后辈的渊

源，此后保持了多年的通讯。

在吴格眼中，钱存训是一位勤勉

且热情的前辈。提及与晚年的钱存训

通信，吴格说：“我前一晚给钱先生发

     ，次日一早，钱先生的回信就来

了。我曾问钱先生身边的芝加哥东亚

图书馆同事，这样是否太伤害老人的

精神？同事对我说，钱先生的工作能

力非常强，他夫人去世后，他几乎每

天都在电脑前，要么阅读，要么处理

信件。”那位同事还告诉吴格，钱先生

年纪大了，他们也难抽出时间探望，

因此十分希望有人能经常去“打扰

他”，以便保持老人大脑的活力。“所

以钱先生晚年与我有许多邮件往来，

包括让我为他编书。”

    年  月   日，钱存训在芝

加哥因病辞世，享年   岁。这位汉

学与中国文化史的泰斗，一生皓首穷

经，笔耕不辍，以西方语言介绍中国

文明，开国际学术界之先河。

见习记者 田蕊

 月  日下午，《中

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

刊》发布会暨“中国学人

海外获得博士论文研

究”工作坊在复旦大学

智库楼举行，活动由复

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

究中心主办。

根据袁同礼先生《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

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学欧洲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收载，中国学

人在海外撰写的博士论文有     篇，若放宽视域，勤加搜检，将远

超此数。中西书局计划择其精要，刊印出版《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

丛刊》，借以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学界的一个侧影。

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就早期中国学人在

海外的求学经历与博士论文展开交流。席云舒对胡适是否通过并发

表了博士论文进行了考证；金光耀根据顾维钧留学期间的成绩单探

究其是否有资格申请博士答辩；李天纲分析了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

对认识北京城市历史的意义及其对后人城市史研究的启发；吴格以

“钱存训先生二三事忆”为主题进行发言；魏明德围绕“三位上海耶

稣会士的博士论文”进行讲述。陈引驰对以上发言作出总结，认为早

期求学海外的中国学人具有一定共性，如关注中国问题；接受海外

学术训练，以现代学科规范作研究；倾向于学以致用。

高晞、王伟、杨笛、章可、徐雨霁  位教授和老师，分别介绍了中

国第一代医学留学生黄宽和他的毕业论文；中国近代留美学生国际

法博士论文综述；吴贻芳以及部分金大女毕业生的海外求学成果；朱

友渔与中外慈善事业比较研究；威斯康星的中国博士生王造时与刘

国钧的学术探索与转向。

陈恒最后作了点评，认为早期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是一个被严

重忽略的特殊群体，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在当代中国仍具有的价值

和意义不仅仅是学术的，也是现实的。 见习记者 田蕊

湮没的帝都与文明的兴衰

谈起“淮河流域系列寻访活动”，则不能不提

及一本书———    年 由潘大明创作出版的长篇

非虚构文学作品《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该

书以淮河为框架，以淮河边的明中期都城为支点，

讲述了淮河流域自淮夷古文明时期起，一直到明末

清初的历史文化变迁，并着重探讨了明中期都城的

兴废与大明王朝的命运。书后还附有作者自拍的

   张照片和创作的  幅书画作品，图文并茂，相

映成趣。

聊起写作初心时，潘大明说：“淮河边的意外总

是让人生出惊喜，《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就

是一个意外。”身担学者、作家、媒体人等多重身份

的潘大明，初至淮河流域考察，是为了筹备一部历

史文献片，他回忆道：“当时，一家文化研究团体正

着手拍摄以明中都城为题材的历史文献片，邀请我

做脚本，可惜最后没能进入拍摄阶段，不了了之。”

计划虽然搁浅，但潘大明对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兴

趣却一发不可收拾，他认为，“碰到这样的题材不应

轻易放手，尤其在行走和阅读中遇到的人和事、看

到的历史与现实，都值得记录下来。”

    年初，作者决心完成这部搁置已久的书

稿。于是，“几乎每天都闷在办公室写稿、改稿、统

稿，搭框架、砌新墙、批腻子，使书稿呈现新面貌。

友人来电话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做‘泥水匠’。”

作者曾先后十多次在淮河中下游、江南地区

进行田野调察，同时也广泛研究历史文献，与同行

专家切磋交流，本书即是作者在这一区域探索和

学习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既有扎实的史

料，又饱含情感，因此书籍出版后引起社会反响，

新华网、人民网、《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

刊发相关消息；上海市出版协会举办出版座谈会，

二十余位教授、专家出席。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教

授张海英评价道：“我们历史学家写明中都往往从

考古实证角度来写，比较枯燥。但潘大明以时空交

融的故事性写法，叫人耳目一新。阅读时仿佛跟随

摄像机镜头缓行慢步，不会审美疲劳。”

让更多人走近并了解淮河

“曾经有无数短尾巴鸟聚集的淮水，是个美丽神

奇的地方，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而灾难和战争，又使

这片变得衰弱、贫穷。    年之后，它迎来了新生。

淮河流域是一个有酒有故事的地方。”潘大明感叹

道。在《湮没的帝都》一书出版 年后，他开始思考如

何走出书本，让更多的人领略淮河的风采，感受到它

跟随时代的变迁，改变一些地区、一些人对淮河流域

的偏见。“淮河两岸有千年传承的民风民俗，形成了

赶集、庙会等独特的风俗。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淮

河得以治理，两岸经济崛起，出现了现代化城市群，

又展现了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据统计，目前在

上海工作、生活的人员中，近五百万人来自这一水系

流域。因此，它对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个想要让更多人走近并了解淮河的心愿，在

《文汇报》社、云丰产业发展集团、安徽省散文家协

会、沿淮在上海市县的商会热情支持下最终得以实

现。作为此次“淮河流域寻访活动”的策划人，潘大

明表示，正是淮河人“坚韧不拔的意志、敢于为天下

先的创新精神、永往直前追求完美的精神深深吸引

我，促动我构想、组织实施这一活动，让更多的人能

领略到它的魅力。”

潘大明强调：“淮河是一条充满思辩，极具创造

力的大河，它的衰弱与战争、自然灾害有关，更重要

的是朱元璋的出现，终结了它的创造力。今天重走

长淮，一定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给人们启迪。”

系列寻访活动将分为溯源篇、人文篇、烽火篇、

物产篇、民风民俗篇、崛起篇等主题，讲述淮河两岸

先民扑朔迷离的神秘故事，寻访先贤留下的遗迹，凭

吊古战场。寻访活动组委会顾问董彬介绍道：“本次

活动将由一些上海的市民、摄影爱好者、相关学者专

家参与。活动分沿淮上游、中下游两部分展开，上游

部分于今年 月上旬启程，中下游的寻访将于 月

进行，整个活动于  月结束。寻访活动后，将编印大

型画文录、在上海举办摄影书画展、出版《淮河骄子

系列丛书》，讲述淮河流域历史和现实 让更多的人了

解淮河文化，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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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是我国东部的南北分界线， 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来自这一水系流域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有近五百万人之多。近

日，一个由市民、学者、摄影爱好者组成的寻访团，在文史学者潘大明的策划下，将沿着

《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一书中的线索，启程重走淮河流域，探寻考察三千年来两岸

先民留下的历史遗迹，让更多人领略独特的淮河文化。 ◆见习记者田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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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格谈钱存训先生二三事

用脚步溯源历史脉络，以实践解锁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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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城社区营造的一班参与

者，在疫情暴发、隔离在家时期，合

力编译了这一册“奈良社区营造中

心”的奋斗故事集。黑田睦子被称为

奈良“民间的市长”，她凭着正义感

和满腔热忱，以对社区、对城市、对

乡土的深爱，投身于历史街区的保

全和再生，并使奈良社造中心成为

日本社区治理的先锋榜样。译者特

别辨析了“社区治理”“社区营造”，

前者指基层及地方治理的方方面

面，后者指市民主动发起的自治行

动。黑田睦子参与的市民活动，正是

要使奈良町成为人们能够安心生活

到最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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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许多城市正在推广

  分钟生活圈、  分钟生活圈及

 分钟生活圈，美国自由撰稿人菲

利普 ·兰登通过考察分布美国多个

州地的城镇邻里案例，展示了步行

可及是创造大众宜居社区的关键

窍门。这些案例同时表明，社区生

活圈很大程度上并非按部就班的

规划结果，而是地方政府、企业、开

发商、设计师、社区组织和居民们

共同协作的成就。步行社区客观上

能促进地区经济的活力，将人与人

联系起来，丰富人们的生活体验。

从政治角度来看，适于步行的社区

更容易治理，虽然那些创造步行社

区的人，只是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

环境。

"淮河流域寻访团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