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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罗尔

纲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但是他对我国历史学尤其

是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淡泊名利、

诚实谦逊的崇高品格却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作为

上个世纪的同龄人，他1901 年 1月 29 日出生于广西贵

县贵城镇一个书香之家，自从 1930 年毕业于中国公学

大学部中文系以后，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

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兼职中央大学历史系

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1958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贵县、南京市、江苏省人大

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老 1937 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全面系统地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揭示了太平

天国的革命性质，被称之为“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他历时 40 载、五易其稿并于 1991 年出版的

150 多万言的《太平天国史》巨著，科学地论述了太平天国的成败兴衰，这不仅是先生倾尽毕生心血

的结晶，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座丰碑。他通过大量的史迹调查、文物挖掘和资料搜集，整

理和编纂的太平天国资料达3000 多万字，可见《太平天国史》的出版正是先生治学严谨、辨伪求真的

成果，因此，这部专著可堪称是罗老极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而具有珍贵价值的该书手稿就收藏在国

家图书馆。 

罗老的这部手稿是经杨讷先生作中间人，和罗老的女儿联系后，于1997 年 12 月上旬到罗家取来

的。我记得当时是同程有庆、张丽娟、杨讷一块去的，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罗文起女士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将罗老的几部手稿拿出来让我们一一过目，看着装订成册、字迹工整的文稿，我的内心

受到了震撼，罗老的一生，真是学问至上、淡泊名利。耄耋之年仍笔耕不缀，直到最后病重住进医院，

依然相信能够控制病情，继续工作。这种敬业精神令我们深受感动。 

不知为什么，只要有人提起罗尔纲，我便会想到老人清贫的一生、勤奋的一生。正如潘琦同志（广

西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所言：“罗老当年曾‘婉言谢却’了优闲且可留洋的工作，而把‘钻故纸堆’

这份位低薪薄的‘苦差事’作为终生职业。他一生不追求、不贪图享乐，他创办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却坚辞不当馆长；他主持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工作，却不肯署个人主编；他把稿费转作集体福利，把出

差专款用作资料费用而自掏腰包出公差。罗老的物质生活非常俭朴，他平日以玉米和红薯为主食，衣

着乃布鞋粗衣，他从不与人在生活上计长较短，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安贫守拙’，坐得住‘冷板凳’，

抗得住种种干扰。他以淡泊明志，以宁静致远，表现出一个学者和长者超凡脱俗的品格。” 

他的诚实谦逊又表现在待人宽厚、诲人不倦上。“罗老是史学界的老前辈，誉满中外的大学问家，

但他从不摆专家架子，也不以权威自居，他平易近人，待人宽厚，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也不管

是登门造访或来函求教，他都热情地接待，指点迷津。对青年后学，他更是表现出满腔的热忱，他爱

护晚辈，奖掖后进，他常把自己喻为‘清道夫’、‘砖瓦工’，无私地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验传授

给青年，希望他们‘做到后来居上’。可以说，我国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几乎无一不直

接或间接地从这位诲人不倦的长者身上得到过教益。”（以上引文摘自《罗尔纲纪念文集》） 

我即将离开工作数十载的岗位和环境，借此文之契机以罗尔纲先生的人品、作为与各位同仁共勉，

希望大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相信一个学术气氛浓厚、团结进步的集体必

定会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