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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传记、家谱等类似“公众史学”的文字
体裁，但钱茂伟觉得，其中还应加以区分，他认为“公众
史学”应无关“大历史”强行赋予的价值观，而完全从个
体角度出发，自发、自觉地进行历史书写。

2014年春，旧村改造，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史家码
村要全村拆迁。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村书记史佩林，
与村其他领导商量后，决意续修史氏家谱。

史氏是宁波望族，南宋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
王”，被称为宁波第一家族。史家码史氏是其中一支后
裔，他们非常重视修谱。清中叶以来，曾六次修谱，现存
最近家谱是1944年章大澍修的《鄞东史氏宗谱》，迄今
也已有70多年未修了。史佩林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如
果对氏族历史不及时记录，子孙后代将不知如何认祖归
宗。

然而，史家码村除了史姓外，还有陆、康、张等24个
小姓。在修谱过程中，微妙的情况逐渐出现：2006年重
修史氏祠堂时，要求村中各姓共同捐款，得到积极响应，

现在修家谱时，却没小姓的份，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主
持修谱的史金祥想出了编纂村谱、各姓均入谱的平衡办
法，获得了小姓村民的全力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2015年底，村谱修成，直接命名为《史家码村谱》。

2015年5月起，钱茂伟承担《史家码村史》主编工
作，了解到“村谱”的编修故事，眼睛为之一亮。自认挺
关注家谱研究的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村谱”。查阅资
料，钱茂伟发现，历史上虽也有命名为村谱的书，实际上
仍是宗谱。由“宗谱”而“村谱”，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
同。“村谱”的出现，既是对现状的适应，也代表中国人骨
子里的宗族制观念在当代的变革。他敏锐地捕捉到，

“这可能是公众史学在民间不自觉的表现”。
人人参与，人人留史，是公众史学的基本口号。钱茂

伟认为，小姓村民主动要进入“村谱”的意识，就是一种可
贵的“自觉”。而当代村谱的出现，正适应了时代发展趋
势，成为公众史记录的新载体。“村谱编修理应成为和方
志一样的事业，是和修家谱一样值得推广的活动”。

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在浙江历史文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科举史等方面均有研
究成果，已出版25种专著，包括《宁波通史》第三卷、《王应麟学术评传》《明代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等。近年关注中国公众史学研究，出
版中国首部《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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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图传》
作者：马宝记 许盘清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本书兼取历史上的
关羽和被神化了的关
公，以其一生的经历为
线索，在考证历史事实
的基础上，以军事路线
图和人生轨迹图解读关
羽，揭秘关羽走上神坛之
路。

《过去的乡居生活》
作者：朱志强 唐桓臻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乡居的生活，乡愁的
眷恋，儿时的记忆，成了
当代人脑海中的一泓清
泉。为了留住那些记忆，
两个地道的“老武义”，足
迹遍布城乡，挖掘整理浙
中风土人情，用他们独到
的眼光，记录了一件件陈年旧事，描绘了一
幅幅风情画图。

《解开人类寿命与衰老之谜》
作者：乔纳森·席佛顿
译者：李昕亚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本书向读者展示了
与寿命和衰老相关的有
趣的科学问题，并依靠最
新科学研究成果描述了
人类已经所知道的关于
物种寿命、衰老和死亡的
因果关系。作者抽丝剥
茧，从死亡、寿命、衰老、遗传、进化、节奏、
机制等方面切入，通过幽默的语言，解释了
植物看起来永生不死的特异之处。

书讯由宁波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

钱茂伟：人人都可以写“小历史”

顾嘉懿 文/摄

当钱茂伟的学生挺辛苦，
毕业前，要交两份作业。一部
“个人史”，还有一部上溯家族
几代人的“家谱”。学生们抱
怨，小时候的记忆都模糊了，
去哪儿找人回忆往事啊，即便
写出来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外地的同学更觉不便，老家远
在千里，一一找家人写“口述
史”，太不现实了。但钱茂伟
坚持这样做，并鼓励学生，当
我们尝试动笔时，便是离“历
史”最接近的时候。相对于记
录朝代更迭的“大历史”，他把
这种个人书写叫做“小历史”，
并将之纳入中国刚刚兴起的
“公众史学”学科。

教学生写家谱

钱茂伟教学生写家谱到今年正好第十年，“这十年，
碰到有意思的事太多了”。几乎所有的学生在一开始听
到这项作业的时候都愁眉苦脸，有些家长不愿配合，说
自己不是名人家庭，写什么“家谱”。

“写作过程中的确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学生说
家里有家庭矛盾，有的说家很远，有的说父母在外打工
联系不上，但钱茂伟仍坚持要同学们排除困难试着去
做。

宁波大学历史系2012级学生冯瑶说，“在第一次动
笔写自传时，我将自己之前19年慢慢地从记忆深处中
挖出来，铺在纸张上，才发现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么多大
大小小的事情，有一种奇妙的无法言语的感觉……写家
谱时，才发现自己对身边朝夕相处的家人有多么的不了
解。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悲伤与喜悦，自己从未了解
过”。

很多同学都有跟冯瑶相似的感觉。为了编“家谱”，
同学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跟家里人联系，问这问那，结果

彼此更加了解了，人物关系也融洽了。有一个贵州学生
的家里得知此事，由其父出面主动联络家族成员，叫上
十几个人，炒几个小菜，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聊，得出的
内容便较为详尽。

那么，这样的“家谱”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钱茂伟
说，个人史、家族史都是他近年来重点推广的“公众史
学”学科的重要内容，类似的书写被叫做“小历史书写”，
最初提出此概念的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国
家或全球为对象的历史书写，是“大历史书写”；反之，以
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就是“小历史书写”。

近代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历史观念从精英史观
向大众史观不断转型，使得民间的小历史书写成为可
能。“民间历史着眼小、枝节细碎，却可补官方正史之不
足”。俗话说“记忆不过三代”，钱茂伟相信，学生们记下
的东西总有一天会产生意义，哪怕只是让后人多了解一
些自己家族的故事。这么做，“至少比让他们交一篇拼
拼凑凑的所谓小论文要有意义”。

人人参与“写历史”

走出学术，走向历史书写；走出上层，走入民间，钱
茂伟相信，历史书写由单元化到多元化，是必然趋势。
最近十余年，一门叫“公众史学”学科在大陆方兴未艾。
钱茂伟写的《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就是一部“让人们知
道中国公众史学长什么模样”的通识性教材。

公众史学的直接源头是美国的公共史学。“中国和
美国的背景不一样，时间点不一样，所以很多东西是不
一样的。很多人要把美国公共史学移植到中国来，我坚
持走的是中国自主学科建设之路”。他关注的重点便是

“小历史书写实践与研究”。
钱茂伟所讲的公众史，目前主要是三大块：个人史、

家族史和社区史。“历史和现实生活世界是息息相关
的。史学不能成为故纸堆，也不能过于高大上，要进入

现代生活世界。如何进入？历史研究是不太可能的，只
有通俗化作品可以，只有图像可以，只有视频可以，只有
小历史作品可以”。

在“政府型国家”时代，只要小众来做历史记录即
可，先是职业史官，后是专业史家。史官是政府专职官
员，是政府历史的专门记录人；史家一开始就是学者型
的，是一种历史再加工再编纂的职业学人称号。而当代
史记录是人人可以做的领域，人人都是历史记录者，那
么接触、参与“历史”的人群就扩大了。

“公众史学是适合业余玩的史学，是终身可玩的史
学，是生活化的史学，是实践化的史学，是应用的史
学”。钱茂伟说，“但要形成人人参与、适应这样的局面，
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传统，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编修“村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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