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
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华东师范大学
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如是评价。

胶济铁路中学苦读
赵俪生1917年出生在山东安丘一个读书科

举世家。他的曾祖父赵鹤立做过云南昭通府知
府，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中说，曾
祖父是一位遭遇坎坷时能够坚持挣扎的人，“我
是不是有一点他的遗传？”赵俪生的祖父中举进
京当了一名内阁中书，爱收藏文物和书画。祖父
写日记，记载了与端午桥(方)、王廉生(懿荣)、吴
清卿(大澄)等收购青铜器、金石、字画的过程，除
记价款外，还偶尔拓下铭文，有鸟形、人形以及两
只兽眼。赵俪生三四十岁的时候，也一度迷于收
购字画，显然受其祖父的熏染和影响。父亲赵录
斌，中过秀才，科举终止后做中学教习。父亲是位
破落诗人，酷爱填词，不推崇苏、辛，独奉周美成
(邦彦)为正宗。曾有《秋籁集》诗词四卷，未刊印，
稿已佚。

赵俪生十岁在景芝镇小学毕业时，家中已
无以维持生活，由母亲带领三个姐姐和赵俪生
到青岛谋生。他们住在台西镇挪庄一带的贫民
窟里，冬季严寒，手足成疮。“姐姐在日商茂
昌鸡蛋公司做工，把卵黄、卵白分开，冷冻出
口，后来长姐以营养不良而死。另两个姐姐在
英美烟草公司做工，装金鼠、炮台之类的小包
和大包，达六七年之久。为了年终奖金，发高
烧都不请假。”赵俪生在姐姐的工资补助下，
在胶济铁路中学上了六年学。

1931年7月，赵俪生初中毕业，名列全班第
七，但数学只考了45分，这让自尊心强的他很难
堪。于是，他开始“追补”数学。“我跑到中山路劈
柴院门洞里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
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
锅下’。别人晚自习最多算30道题，我至少要算90
道，算不完不睡觉。”这样不到一年，赵俪生的数
学已经常考90多分了，有时甚至满分。后来，赵俪
生治史学，按照他的说法是“半路出家”，也是靠
的这样的“追补”劲儿，成为一代史学家。

上世纪30年代，赵俪生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
读高中时，青岛山东大学名师荟萃，杨振声、赵太
侔、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等人都在此执
教。1931年的赵俪生，绝想不到20年后，会成为这
所名校中的一位名师。

清华求学
由于家境贫寒，1934年，赵俪生决定先考税

务专门学校，想到的是：两年毕业，月薪二百两银
子。但他不知道，考取税务专门学校的都有宋子
文、孔祥熙的介绍信。果然不中，此后报考北大，
考中后在北大上了一星期，又艳羡清华的洋楼和
优美的校园，退学，重到清华报到，是第十级。

在中学期间，赵俪生就展现出文艺方面的才
华。1935年至1936年间，他曾先后担任《青岛时报》

“浮世绘副刊”编辑、《清华周刊》四十四卷副刊编
辑，主编《新地月刊》，同时领导和组织创建了清
华进步文艺同学社团——— 国际文艺社和清华文
学会，并担任文学会主席，是被后人称为“老一代
清华精英”的重要人物之一。

赵俪生一生史学著作等身，有家学的影响，
更多的是受了清华名师的熏染。他学的虽是外语
系，但旁听了中文系的大量课程，深受闻一多的
影响，他晚年回到“先秦文化史”的研究，归结于
又一次“受教”于闻一多。

赵俪生在清华读书时，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
平静的书桌，大学里有了政治流派和党派。他只
上了三年，并未毕业，因为体育成绩不及格。清华
的体育老师马约翰最讨厌赵俪生，因为赵俪生连
个最简单的跟头都翻不过。

“一二·九”的五次游行，赵俪生全参加了，而

且掌过门旗；赵俪生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
“民族解放先锋队”。

抗战结束转向史学
七七事变后，赵俪生投笔请缨，投身抗日

救亡运动中，到山西第二战区抗日前线当了游
击战士，直到晚年腿部还有抗战时期留下的子
弹残片。赵俪生任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营教导
员期间，结识了同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下
属的“西北青年工作团”工作的高昭一，不久
结为伉俪，从此开始了相濡以沫的68个春秋。

1939年，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为了生
计，先后到陕西几所中学讲授英语。因周围有
特务，赵俪生与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通信被
特务查看。赵俪生觉得“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
了”，于是开始了从新文艺向史学转向的过
程。

赵俪生常说，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是“半路
出家”。1947年，赵俪生在天津《大公报》胡
适之主编的《文史周刊》上发表《清初山陕学
者交游事迹考》，与胡适、陈垣的论文在同一
版面。这篇论文成了他的学术“成名作”。当
年夏天，由史语所傅斯年推荐，他被聘为河南
大学文史系副教授。

“半路出家”的赵俪生治史成就斐然。在
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
赵俪生贡献良多。当时的新史学被北大教授向
达称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
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
资本主义萌芽五大问题。赵俪生的弟子秦晖
说：“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
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
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古史分
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是‘魏晋封建论’一派的
重要学者之一。”

赵俪生讲史，为同行赞赏，为学生叹服。
“俪生先生讲课的气势和激情，以及他雍容大
度的风姿，确实是一门艺术，是难以企及的，
应该总结出一本大书。”在山东大学听过赵俪
生讲课的赵淮青说。

作为一名史学家，有学识容易，有胆识
难。新中国成立之前，赵俪生曾在华北大学当
面顶撞成仿吾，让成仿吾下不了台。新中国成
立后，赵俪生曾向《人民日报》投书，反映郭
沫若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的官僚做
派，“忍不住”提意见。赵俪生的做法可看作
史家的风骨，精神独立，耿直坦率，没有一丝
乡愿之气。赵俪生不习惯和郭沫若打交道，愤

而辞去中国科学院的职位。

在青期间交游名家
1950年冬天，赵俪生来到青岛，任山东大学

历史系教授。此时，赵俪生三十多岁，风流倜傥，
人长得漂亮，文章写得漂亮，课讲得漂亮，板书也
写得漂亮。听过他的课的学生，都难忘他在讲坛
之上的风采神态。

在青期间，赵俪生住蓬莱路一号，这是一幢
集德、日风格建成的别墅庭院。赵俪生一生，适逢
历史剧烈变迁，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几年间辗转
几所大学。在青岛的7年，是他人生中相对稳定、
生活比较舒适的时期。他与山东大学的诸位教授
交往密切，同时也与从北京来青岛的名家有诗画
情缘。

1953年，张伯驹来青岛，他与惠孝同、启功一
起，在山大教授黄公渚家中的画案上，看到赵俪
生的素册，因而题词《临江仙》一首。晚年赵俪生
在张伯驹所赠的书法册页上写跋：“今隔50年，世
人欲一见张公手迹，已极不易矣。近阅章诒和、黄
永玉两位的文章，均有记述张公的部分。”

1956年夏天，顾颉刚因神经衰弱和高血压，
来青岛休养。因暑假期间山大历史系教授杨向奎
外出调研，夫人回娘家，于是顾颉刚起居在安东
路杨家，饮食在合江路童书业家。

有一天，赵俪生邀请顾颉刚到家中吃饭。赵
俪生的妻子高昭一将煮熟的洋芋，拍成泥，加入
切碎的精细猪肉，然后做成饼，并涂抹鸡蛋清于
饼上，油炸之。顾颉刚吃后，赞不绝口。顾颉刚在
赵俪生家吃过家宴后，坐在书房品茶，顿时兴起，
写了一首诗：“苍茫海上月，突兀画中山。化境融
空幻，经云涌笔间。”当时顾颉刚没有带印章，就
问赵俪生有《古史辨》吗，赵俪生从书架上找出
来，顾颉刚在此书的版权页剪下一枚印章，贴在
刚写的诗后。

执教山大结识华岗
赵俪生在山大，与历史系童书业，中文系吕

荧、黄公诸、外文系方未艾，医学院杨枫，古文与
甲骨文研究者丁山诸先生颇多往来，曾一起倡议
创办《文史哲》双月刊。

解放初期的山东大学校园，以“名流云集，人
才荟萃”来形容真不过分：中文系的“四大金刚”、
历史系的“八马同槽”，形成了能与北大文科相抗
衡的局面。其他系重量级人物也比比皆是：生物
系的童第周、物理系的束星北、地矿系的何作霖、
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外语系的方未艾……

1951年至1957年，赵俪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
执教，而上世纪50年代，在学术和政治之间，
有微妙的风向在转变。好在山东大学与华东大
学合并不久，爱惜人才的华岗做了山东大学校
长。

华岗对赵俪生、童书业、吕荧都非常照顾，有
惺惺相惜的意味。在政治运动中，赵俪生仍然口
无遮拦，清高孤傲，眼里揉不得沙子，这些都可能
被当做问题放大。1957年“反右”，是年年初，高教
部调赵俪生支援兰州大学，赵俪生以为这次调动
可以躲过这次灾难，然而，这想得太天真。山大多
年一直盯着赵俪生的某些人，乘他调动之际，随
意炮制材料，他们说：“肃反让你跑了，这次你可
跑不了啦！”

1958年秋冬之际，赵俪生被划定右派，撤
去教授学衔，降级，剥夺上课权，被发配到甘
肃山丹县一个戈壁荒野的农场劳动改造。几经
生死考验，赵俪生经过“反右”“文革”等政
治运动，最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2007年11月27日，一代史学家赵俪生逝世。
“可杀方知是霸才，心高云汉舌风雷，可怜盛
世存儒雅，好近班书酒一杯。”山东大学殷焕
先教授赠的这首诗，或许能概括赵俪生命运多
舛的一生。

巨野县城东7公里张家庄(即磨盘张庄)和一
般村庄并无二致，如不介绍，很难相信这里就是
114年前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发生地。村民告
诉记者，教堂已于1967年拆除，现今盖满村居，惟
神甫用的椅子、木床和教堂门窗幸存，为县文管
所收藏。

巨野县当时有天主教传教点21处。设在张家
庄的是德国教堂，德国神甫薛田资以传教为名，
到处强占民田，搜刮民财，欺凌妇女，民愤极大。

1897年11月1日夜二更许，天降细雨，十多人
手持短刀跳进张家庄教堂。两名壮汉摸到薛田资
住处，破窗跳进室内，室内枪响，两个洋人毙命：
一个是在阳谷传教的能方济，一个是在郓城传教
的韩·理加略。两人赴兖州参加“诸圣瞻礼”返程
借宿，薛田资让出宿舍供客人暂住，自己住在院
门耳房侥幸躲过杀身之祸。薛田资连夜偷偷跑到
县城告官，第二天仓惶逃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
大使并转德国政府。

知县许廷瑞不敢怠慢，为取得上司和德国人
宽恕，在自己轿杆上锁上链子，摘去官帽以示有
罪，立即到张家庄验尸，并派军队保护教堂，亲自
为教堂打更。

清廷获悉忙发谕旨，命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派
司道大员驰往巨野破案，限15日将凶盗拿获惩
办，指出“现在德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
之资，恐生他衅”。

李秉衡派臬司毓贤和兖沂曹济道锡良驰往
查办，在巨野大肆捕人。据薛田资记载，“大约有
50人”被抓，其中一部分很快被释放，一部分则被

严刑拷打致死，还有的死于牢房里的传染病。其
实，遭逮捕判决的这些人，均未参与杀教士事件，
他们受刑不过“屈打成招”。比如被判死刑的雷协
身母亲刚去世，重孝在身，无故被抓；惠潮现当天
正帮人盖房听说母亲被人殴打(一说被狗咬)跑去
看时被抓，因口吃无法辩解，结果被判死刑。

据查，真正杀死能方济和韩·理加略的，主要
是刘德润、奚老五(奚际田)等人。

刘润德是巨野县独山镇小刘庄人，生于1845
年，自幼习拳弄棒，练就一身好武功，人送外号

“刘大刀”，他联络奚老五、奚效方、奚金兰、曹言
学等人，愤起夜闯教堂，一则教训为非作歹的教
主薛田资，二则借以警示逆来顺受的清廷地方官
员。事发第二天，刘润德携妻女逃到梁山张博士
集隐居，奚老五、奚效方、奚金兰、曹言学等13人
远走他乡。

巨野教案给久欲占领中国领土的德国政府
找到了借口。德皇威廉二世于11月7日早命令其
停泊在吴淞口的远东舰队立刻去占领胶州湾。德
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匹茨于11月14日早命600名
官兵突然登陆，抢占各山头要隘，逼清军只得退
却。之后，德驻华公使海靖奉命向清政府提出6项
大大超出教案赔偿的条件的要求。双方经过一个
多月争执，于12月下旬达成了如下协议：李秉衡
的处分删去“永不叙用”，改为不可再任大官之
意；中国允给济宁教堂工料银66000两，匾额用

“敕建天主堂”，并将教案奏牍立碑教堂门外，以
为保护之证；在曹州府城及巨野县张家庄各建教
堂一所(张家庄教堂后改在兖州建造)，每堂中国
至少拨地10亩，其余一切，均照济宁教堂办法。另
外，赔偿教士损失银3000两，失察之地方官从重

参处；由中国皇帝发布谕旨，饬地方官照约保护
教堂教士，曹州府等处未能用力保护德国教士之
地方官6员，由中国调赴他省；自胶澳造铁路至济
南省城，由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至
一切办法，应另订合同，无庸比照他国章程；赔款
一案，另案商办，作为德国助还辽地之宜，与教案
绝不相涉。

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定于12月26日先由海
靖将照会底稿送交总理衙门，29日双方正式互换
照会，作为先结教案之据。但此时德国已与俄、
英、日等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交易，以承认中国
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不“妨碍日本进取中国大
陆的计划”，以及承认英国的在华利益等条件，与
各国达成了它占领胶州湾的默契，因而12月29日
海靖没有交换教案协议照会，却突然送来了“租
地照会”五条，并以扩大占地、索赔赔款、断绝邦
交等相威胁，逼迫清政府立即答应租借胶州湾。
清政府无奈，只得照允。

1898年1月初，教案和租借胶州湾的谈判基
本结束。清廷于1月15日和2月1日分别发出谕旨，
宣布了对山东地方官吏的处分：李秉衡着降二级

调用，不准抵消；调任兖沂曹济道锡良，撤任曹州
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均着革职留
任；巨野县知县许廷瑞着即查参；其余济宁、菏
泽、单县、成武等州县官，均着分别撤调。

1898年3月6日，《胶澳租界条约》正式签字，
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将胶州湾包括南北两岸陆
地租与德国。租借期先以99年为限。自胶州湾水
面潮平点起，周围100华里之陆地划为中立区，主
权归中国，但德国军队有自由通过之权，中国政
府如有"饬令设法等事"，以及派驻军队等，须事
先得到德国允许。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建造铁路
两条：其一由胶州湾起，经潍县、博山、淄川、邹平
等处至济南及山东边境；其二由胶州湾经莱芜等
处至济南。在铁路两旁各30华里内，允许德国人
开挖矿产。以后山东省无论开办何项事务，或需
外资，或需外料，或聘外人，德国商人有尽先承办
之权。该条约的签订，不仅使胶州湾成了德国的
殖民地，而且把整个山东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
围，同时引起了各国在中国“租借”港湾和划分势
力范围的竞争。

巨野教案发生后，天主教会由于有本国军事
势力做后盾和清政府地方官吏的悉心庇护，张家
庄常有教民指控某某为大刀会员，某某参加过杀
教士事件，唆使清廷捕杀。有的教民还公开抢劫
大刀会家属的财产，强迫他们为教会做苦工。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反教会侵略斗争的怒火又燃烧
起来。巨野教案和翌年爆发的“大足教案”、“冠县
教案”，堪称19世纪末揭开义和团运动序幕的三
大教案。

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新史学被北大教授向达称为“五朵金花”，赵俪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

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是“魏晋封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

赵俪生：可杀方知是霸才
□ 刘宜庆

巨野教案钩沉
□ 石奇亭 徐巨转

高唐，位于鲁西平原，因境内古有唐山，属
沼泽中高地而得名。据旧志记载，上古为爽鸠
氏(上古五帝之一少昊氏的刑官)之墟，春秋为
邑，西汉置县，元、明、清三代设州，迄今已有四
千余年的历史。

高唐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居中原冲衢”，
有官马大道“南通吴会，北拱神京”，地理位置
十分重要。尤其是明代南北二京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城市确立之后，经过高唐的官道便成
为连接这两大城市最为便捷之道。因此，路经
高唐也就成为往返于北京到江浙一带直至福
建、广东行旅的首选。行经高唐的人多，写下的
纪行、咏怀诗也就多。文人墨客或在驿站墙壁
上挥毫泼墨，或在驿路中即兴吟咏，在古道上
留下了诗词的馨香。

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南宋丞相文天祥兵
败被俘，被押解赴大都。四月始发广州，九月十
七日夜宿高唐，然后继续北进，十月初一日夕
至大都，历时157天。元世祖忽必烈或逼或劝，
或刑或诱，历时三年，文天祥始终未屈，坚不降
元。至元十九年(1283年)十二月初九，在大都柴
市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七岁。文天祥夜宿高
唐，在这里留下了《夜宿高唐州》诗：“早
发东阿县，暮宿高唐州。哲人达机微，志士
怀隐忧。山河已历历，天地空悠悠。孤馆一
夜宿，北风吹白头。”

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有《过高唐感事诗》：
“残雪覆碧草，凄风吹未消。王孙去不返，魂魄
又谁招。往事如春梦，无人问早朝。荒陵斜照
里，松树晚萧萧。”朱兴诚《高唐道中书事诗》写
道：“野桥西望见高唐，城上依稀塔影长。方朔
古碑埋蔓草，晋文遗庙废残阳。依依远树秋烟
断，漠漠平沙故垒荒。笳鼓东来知候吏，一声鹭
起雁行行。”诗中之“塔”是大觉寺舍利塔，始建
于唐，毁于宋，明正德年间重修，重修后的宝塔
高十三级，至清道光九年地震中宝塔倾歪，道
光二十一年倒塌。2003年高唐县整修南湖堤岸
时重新发现古塔地宫。

明初诗文三大家、开国元勋刘基从大都南
下途中写下《发高唐过东昌》诗：“夜发高唐湾，
旦及东昌郭。乔树拂疏星，霜飞月将落。仰观天
宇清，平见原野廓。白杨号悲风，蔓草杳漠漠。
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以写实的笔法
记述了元末战乱频仍，灾荒连连，山东等地“赤
地千里少人烟”的惨象。清代“浙西词派”代表
人物朱彝尊有《高唐道中晓行词》“几处炊烟茅
店起。葭露白，桐花翠，日已上，最高楼，霞又
散，无边绮。”

明清两代多位皇帝南巡北狩途经高唐。
清康熙帝分别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十
二年(1703年)、四十四年(1705年)三次南巡路
过高唐，擅长书法的康熙帝御书唐诗三首，
赐当时高唐州知州龙图跃。乾隆帝于乾隆十
三年(1748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
十八年(1763年)三次出巡路经高唐。乾隆皇帝
一路诗兴大发，刚到高唐境就有《高唐怀
古》诗：“春风偶此经齐邑，行雨非关梦楚
王。见说东风待金马，何如盼子守高唐。玲
珑日影标穹塔，卫水波流簇远樯。为忆绵驹
能变俗，深惭刑措让成康。”接着写下《十
里园》诗词：“高唐北十里，厥有十里园，
一例村社中，名幽地较偏。绿树团郭外，新
水流门前。场圃筑于旁，菜畦开其边。讵夸
亭台丽，而于农桑便。想有幽人居，颇宜诗
老传。昨来苦风尘，车帷曾未搴。今日策马
度，景物看暄妍。绯桃花已开，绛杏蕾早
嫣。韶令与行人，争进无留延。几曾飞落
英，胡至武陵源。即景有会心，稍为停吟
鞭。”虽字句平平，大有粉饰太平之意，但
也看出当时高唐经济是比较繁荣的，人民生
活是比较安定的。

诗话高唐道
□ 闫宗鹏

■ 山海经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2012年7月24日 星期二 第25期

上：1964年，赵俪生摄于中山公园。
右：赵俪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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