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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培栋先生是我的离乡，也是我高中与大学的需学，高我

一级，是学长，是挟百关中的"老哥"。为人敦厚老戚，治学

勤恳、精细，一丝不苟，一向是我挂崇和学习的棒样。生平中

他虽有不少坎坷，累经磨难，但治学与著述立说的意愿和教书

育人在我不倦的精神，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的一生是勤奋

的，献身于教育事业无悲无悔，教书写件，成绩斐然。如今年

愈古稀，在研究笔耕不辍，对我这个惰性很强的人来说，实在

不敢望其项背。

因先生教书之余，一生文章著述不少。晚岁他特别关注区

域史方茧的研究与祠题。作为一个快百人，他有志对桑梓有所

贡献。于是在数十年搜集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捷罗有关陕西

历代的各类记载，然后整理、归类、分析、排比、陈述，写出

了一部吉先秦到明清 60 余万字的大作《陕西社会经济史〉。几

经增最l 与修改，终于成功出握了，我为崩友哥高兴，我更为地

区史研究有新成果而兴高采烈。 E为区域史的研究，虽然改革

开放后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也有了一些著作;但一个省区的社

会经济通史却是凤毛麟角。田先生的专著，应该说是蒂克的。

读书在史料占有、综合分析、比较评估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等方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缕的。靠这样深入全面前

著作，不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商互确确实实填补了陕西地

方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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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行者的高兴，往往只有遗憾!不少学者在感慨良多中与

世长辞。比如杨向奎先生主编并撰写的《中吕屯垦史}，其详

尽之状百多年来都是头一镑，竟历经建挤，不为有关部门重

视。自培栋先生的《跌西社会经济史} ，经先生 40 余年埋头搜

集，夜以继自求索，是呕心葫血的结晶。全书结持有序，论述

充分，论证不乏见地，应该说是陕西区域史研究少见的开拓之

作，对陕西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是个有力的推动，对挟西各方

面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份筐，意义不为不大。然雨，却

得不到挟西有关部门的青寐以及急功近利、吕光短没给出款者

的慧识，岂非咄咄怪事，世风之下，能不嘈叹!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挟西文化相对落后，人才不多。有关

地方记载的文章主更是候乏，这给地方史的研究造成了极大困

难。即使到了解敖后，陕西的地方史研究工作侥然呈得滞后。

弘学术条件来说，陕西并不比射的地方差。西安的几贵高等学

校都设立了历史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及挟西历史博物馆等机

构中历史研究工作者人数也不少，但从事跌西地方史研究的人

员却并不多，更无专汗的地方史研究机构。这种情况所产生的

后果是不应忽祖的。到的暂且不谈，仅以抗战时期陕西经济发

展史来说，这是一今特别重要的历史课题，迄今为止就战结束

艺逾 60 年，却无人对此进行专题研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为宫一任，造福一方"难道不盖得深思与总结吗?希望今后

有关部门多点远见，少点近视，虚实结合，多关怀一下这一领

域的研究与出版工作，更敷切茹望众多的挟西籍学人如入这一

研究行列，众擎易举，出援更多佳作。

2∞4 年 10 月 15 日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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