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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1948年6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
成立了国际档案理事会，这一非政府间的国
际档案专业组织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保护人
类的档案遗产不受损害，鼓励人们利用和研
究档案。后来，每年的6月9日被定为了“国际
档案日”。为此，本报与省档案局从本期开始
合作推出“走进档案——— 2014年国际档案日
专题”。也许，我们对陈列在档案馆内卷帙浩
繁的各种档案有神秘感，更有距离感，但当看
到威海市档案馆提供的一幅幅体现百年前近
20万华工赴欧参战的珍贵历史照片后，相信
读者都会感受到，档案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乃至每一个平民百姓在历史进程中的忠实记
录，是一个成长或衰弱的文明机体的真实写
照。无论文字产生之前的结绳记事、刻契记
事、图画记事，还是有了文字之后记载的甲骨
档案、金石档案、简牍档案、缣帛档案、纸质档
案、新型载体档案等等，展现的都是经历过历
史长河大浪淘沙后沉静在水底的沙石与瓦
砾，不管时间去了哪里，它们都在。

端午节前最热的那天中午，一位叫梁永
高的老人顶着一头汗水到办公室来找编辑，
他说看到人文齐鲁5月29日刊登有关青岛解
放的文章后，很是激动。“我就参加了那场战
争，那时我还是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打
开老人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一场场战争如黑
白胶片在眼前轮转，《一次战斗俘虏五个美国
兵》正是他时任胶东军区南海独立二团二营
营部书记时经历的一场特殊战斗。直到送走
老人，我才回过神，这位语气平和、脚步稳健
的老人早已过了耄耋之年，老人家冒着酷暑
跑这一趟，他心中该有多少对过往的眷恋和
记忆渴望与人倾诉啊。

本期一版刊发的文章《傅斯年子侄轶
事》，让人更加印证了上世纪初期真是一个大
师辈出的年代。从论文研究课题可以看出，傅
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傅乐
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曾名重一时，傅
乐淑在这个领域也是下过一番苦功，而兄妹
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
的指导或指令有关，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
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此文除了印证傅
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傅胪姓名无双士，文章
开代第一家”的辉煌，亦说明傅家到傅乐淑这
一代，文化香火尚未荡尽，并且以另一种方式
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艰难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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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档案

聊城出了个傅斯年，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一个人间最稀有的天才”(胡适语)。其子侄辈得
其提携资助，亦有三位驰骋史界，卓然成家。只可惜，傅斯年的侄子中出了三位历史学家，而他与俞大
婇唯一的儿子傅仁轨却落魄一生。

侄辈出三位历史学家 儿子却学业荒废

傅斯年子侄轶事
□魏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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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悲沉湖的辽金

史专家傅乐焕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傅斯

骥之子，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士
绅张英麟。

1913年，傅乐焕出生在东流水显
明池巷，后来又有了弟弟乐炘、妹妹
乐淑。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傅
家败落，张家亦每况愈下。傅斯骥被
生活重担压垮，1929年在济南火车站
卧轨自杀。时年16岁的傅乐焕，正在
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待坚持读完初
中，他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史语
所已从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得知
此情，顾及同族之谊，遂把傅乐焕招
至北平，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
所抄写员。

1936年，傅乐焕从北京大学历史
系毕业，在傅斯年的关照下，进入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
在陈寅恪大师手下工作。抗战爆发
后，傅乐焕随史语所辗转迁到四川
南溪李庄，以副研究员身份主要从
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1942年，傅乐
焕发表《辽代四时捺钵考》，荣获中
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1947年，傅乐焕获赴英国伦敦大
学东方学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在
英期间，傅乐焕思想转向左倾，对国
民党不满，与其族叔傅斯年发生龃
龉。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总
是以长辈的口气发号施令，而傅乐
焕总是唯唯诺诺地满口称是。想不
到出洋没一年，这位侄子竟涉及起
政治，教训起自己来了。到了台湾之
后，傅斯年念及旧情以及乐焕的才
学，曾多次致信致电召其学成后赴
台就事。但傅乐焕却最终选择投奔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他于1951年
回到北京，初在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任研究员，翌年调中
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他
埋头治史，跻身国内外最有影
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著有

《满族简史》、《金史》等。
当“文革”风暴到来之时，傅乐

焕首当其冲，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
批牛鬼蛇神遭到批斗，主要还是受
傅斯年牵连，说他是国民党的忠实
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对
他进行无休止的关押逼供和残酷折
磨。傅乐焕痛苦至极，丢下三个孩
子，选择以死抗争，投湖自杀。

大师亲炙的隋唐

史专家傅乐成
傅乐成是傅斯年的亲侄子，傅

斯巖(孟博)之子，圈中朋友多昵称其
为“傅二爷”。

1930年，傅斯巖举家迁至济南。
时已9岁的傅乐成就读于东流水虹
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毕业后，
被伯父傅斯年接至北平，供他进辅

仁中学读书。傅斯年平时对他督责
甚严，还亲自教他英语。傅乐成参加

“一二·九”运动时被捕，又是由傅斯
年保释出狱。

1945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进
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到台湾大学
任教。1954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
获荣誉博士学位后，又返回台湾，先
后任几所大学的教授。

在台大历史系任助教时，傅乐
成与伯父傅斯年住在一起，朝夕相
处，得受大师亲炙。傅斯年对侄子
说：“我在你这个年龄，业已成名久

矣！”傅乐成深感惭愧，检束行
为，发愤读书。最初他研习秦汉
史，傅斯年随时告诉他一些读
书方法，还时常与他讨论有关
汉代的问题。傅乐成曾写过两

三篇有关汉代的文章，傅斯年看了，
告诉他：“论文不是那样写法。”直到
1950年末，傅乐成写了《西汉的几个
政治集团》一文，傅斯年才稍感满
意，说比他想象的好。其后不几日，
傅斯年便遽离人世。傅乐成对伯父
充满感激，他说：“古人去我已远，今
人亦多似雾里看花，只有先伯对我
最亲切，最使我不能忘怀，也最值得
我崇拜。”

可以告慰其先伯的是，傅乐成
倾力写出了60万字的扛鼎之作《中国
通史》，其后还有《汉唐史论集》《隋唐
五代史》等著作问世，成为其衣钵传
人。

魂归故里的中西

交通史专家傅乐淑
傅乐淑是傅斯年的侄女，1917年

生于济南，1931年考入运署街省立第
一女子中学读初中。1934年，傅斯年
接其到北平上学，进入北平师范大
学附中高中部。

傅乐淑后考入燕京大学，1947年
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
学，又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
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
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等。傅乐淑初
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
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
著述达十几种之多。她是中西交通
史的专家，其《中西交通史编年》是
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中西关系资
料编年史》也是她的代表性专著，其
扉页有自题诗句：“这是我的书/更是
我魂的展现/有一天我终将逝去/而
它却还在绵延。”

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五十余
年，傅乐淑依然心向故土。她曾几次
回国探亲，并到北大等高校作学术
交流，并从累年的积蓄中捐出4万美
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
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少
数民族的贫寒学子。2003年，傅乐淑
病逝于美国加州，根据其遗愿，她的
侄子傅翔奉其骨灰回国，葬于聊城
傅氏祖茔。

学业荒废的漂泊

者傅仁轨
傅斯年的侄子中出了三位历

史学家，而他与俞大婇唯一的儿子
傅仁轨却落魄一生。傅仁轨生于
1935年，自小聪慧无比，身为名门
闺秀的俞大婇在其5岁时即教他念
英文，他最喜欢国文和历史。抗战
期间，他随父母迁居四川南溪李
庄。

1947年7月，傅斯年携妻将子赴
美治病，傅仁轨入洛杉矶新港一所
私立小学就读。次年8月，傅氏伉俪
回国，却将小学尚未毕业的儿子留
在美国。傅仁轨聪明活泼，长得一
副清秀的面孔，十几岁就已自立。
在美读书期间，他年年都拿奖学
金。他常在信中与父亲谈论天下大
事，还把学校发的零用钱和自己打
工所得的报酬寄回家中。傅斯年对
儿子非常满意，唯一使他不安的是

“没有给仁轨留过一个钱”。1950年
12月，时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发病
猝死，15岁的仁轨正在美国读中
学，没有钱回台奔丧，只给悲痛中
的母亲写来一封安慰信。傅仁轨只
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
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
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
未婚。傅仁轨曾读到岱峻的《发现
李庄》一书，勾起少年时期的美好
回忆，便用英文给作者写了一封信
表示感谢，结尾用中文落款，“傅仁
轨”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成样
子。岱峻始信人们的传言，傅斯年
的儿子已经不会使用中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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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刘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
东造纸总厂东厂的年轻人在
3月5日学雷锋纪念月组建成
立 了“ 青 年 为 您 服 务 小 分
队”。

刚开始是在工厂内部为
工人们义务服务，后来走出
工厂，为过路群众义务修理
自行车、家用电器，受到了社
会上的广泛赞誉，多家报社、
电台都进行了报道。他们这
些小青年(队伍中还有四五十
岁的老师傅)多是利用自己的
休息时间，上街为群众义务
服务。起初只有五六个人，后
来发展成了十七八人的队
伍，坚持了十余年。1989年，山
东造纸总厂东厂青年服务社
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单位。

1986年3月，山东造纸总

厂东厂团委组织“青年为您
服务小分队”来到历城西营
镇上绛甘村为老区人民义务
服务。上绛甘村四周环山，全
村251户人家，四千亩土地有
三千亩是荒山，抗日战争年
代，这里曾是中共济南市委
和历城县委所在地。

当时服务队的维修项目
包括修理家用电器和自行
车、理发、照相等。那时，乡村
的公路还不发达，乡亲们很
少外出，经济条件也有限，村
里人照相要到县城或省城的
照相馆，很不方便。看这张老
照片中，村里的大姑娘小媳
妇是那么好奇而羡慕地瞧着
那位“被照相”的小伙，小伙
子还罕见地穿上了西服。我
及时抓拍了这个场景，事后
看看，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丰
富，很有意思。 乡村拍照(198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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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夫妇与儿子傅仁轨

傅乐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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