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 06
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 关凝淼 / 美编荆星子 / 校对 樊亚楠 / E-mail：ycwbbjb@126.com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原副秘书长晋保平：
他没有高深的学术背景，没有专业的学术团队，没
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数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默
默无闻，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尚师老师仅凭一己之力，一腔热血和情怀，编写了
150万字的《晋国通史》，接着又出版了70万字的

《治国方略史鉴》这部学术巨著，让人钦佩。

三晋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贾克勤：李尚师同
志是我们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做人堂堂

正正，朴实无华，做事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历
时30余载，耐得清贫与寂寞，漫步中国历史长
河，用心与魂熔铸长史，潜心研究晋国历史，著
下《晋国通史》《治国方略史鉴》等多部巨著，
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关于晋国这一空白，并在研
究《晋国通史》的基础上，研究、提炼、总结中
国古代的治国思想，为山西历史研究做出了贡
献，对当代弘扬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
李尚师这次被评为2020“感动山西”十大人物实
至名归。

李尚师二儿子、《治国方略史鉴》作者之一李
光达：父亲这次获得2020“感动山西”十大人物称
号，感谢社会对我父亲工作的认可，同时向我的父
亲表示祝贺！父亲一生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胸
怀报国志，心忧家国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忠、
孝、和、勤、俭”是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我用几句话表达对父亲的崇敬：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躬耕堂中耕读乐，挥洒青
春为报国，耐得清贫立宏志，终有梅花暗香来！

我的父亲，我的榜样！

2020“感动山西”十大人物获奖人之李尚师

寓居乡间修史 伏案卅载成书

中年立志，著书晋国
史；卅载挥毫，伏案写春秋。

莫道桑榆晚，但说清贫

志，昼耕夜诵书情怀，无愧

“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

李尚师，男，1942 年
生，运城市芮城县人，退休

乡村教师。43岁时，投身
晋国史研究，没有经费支

持，没有多余时间，历经困
顿，始终未曾放弃。

他先后与人合作出版

了《晋国史》等多项专著。
2014年，他独力出版

了150万字的《晋国通史》；
2018年，和其子李光达合
著出版《治国方略史鉴》。

他被誉为“中国当代民
间修史第一人”。

白发稀疏，衣着朴素，79岁的李尚师
坐在芮城县东峪村的家中，说话思维清
晰，听力依然敏锐。老旧的桌子上码着书，
每本书都包着白色的书皮，书脊上写着书
名，《晋国史》《晋国人物评传》《先秦三晋
两个辉煌时期暨治国思想》《晋国通史》及

《治国方略史鉴》等。
这些都是李尚师的作品，或者是以他

为主完成的书作。从43岁写到79岁，呕心
沥血，青灯黄卷，出版了几百万字，没有报
酬，还不是本职工作。为什么？

“一个人活着，总得为国家做些事
情。”李尚师说。

李尚师出生于 1942 年，从小学习成
绩优秀，初中毕业后考上了运城市最拔尖
的康杰中学。但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
能上大学，高中毕业后，李尚师回村做了
一名乡村教师。

李尚师有一位比他年长 11 岁的族
叔，叫李孟存，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工作。叔
叔在老家居住的时候，最喜欢与李尚师谈
论，历史是两人最主要的话题。

李孟存知道李尚师不甘于眼前的生
活，就鼓励他有机会要上大学，还把大学
的一整套历史教材寄给他，让他自学。可
惜，李尚师一直没有机会进入大学。

1985 年，时年 43 岁的李尚师和多年
未见面的叔叔李孟存在村子里又见到了。

李孟存当时被调到山西师范大学历
史系工作，组建了晋国史研究室，担任主
任。他需要一个研究晋国史的助手，他希
望李尚师来做。

那次谈话后，李尚师彻夜未眠，做出
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我干了！人活

着，得给世上留下一些什么。”
李孟存将收集到的晋国历史研究的文

献、考古发现论文等资料，系统地交给李尚
师，而且布置了任务——写一部《晋国史》。

李尚师自此起步，进入晋国史研究。
但是，时间和钱，都很紧张。
李尚师很要强，教师本职工作他不仅

不糊弄，还要保持出色。工作之外，家里的
十几亩庄稼地也要耕种。两个儿子前后脚
考上大学。教师薪资微薄，原本负担两份
学费就很吃力，李尚师不敢因为研究历史
而耽误了地里的收入，也不能把地里的活
儿狠心扔给妻子一个人。他用于晋国史研
究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熬出来的。

晚上睡得很晚，凌晨 5 点起床，自行
车的车筐里永远放着书，稍有空闲就拿出
来看，别人笑话他是书呆子，他也不理会。

为了省钱，李尚师舍不得去食堂买饭，
就靠馒头和咸菜对付了很多年。但是，买
书、参加学术会议等需要花钱，他都舍得。
研究不光是坐在家里苦读书，李尚师还四
处去考察晋国遗址，考古发掘之后的晋侯
墓地、天马曲村晋国故地、晋献侯墓的车马
坑、代表当时最高工业水平的晋国铸铜遗
址、侯马盟书出土处、晋国宫殿遗存……山
谷平地，村村寨寨，与晋国相关的地方，李
尚师都踏寻过多次，而且都是自费。

钱真的不够用，他借遍了周围的亲戚
朋友，还要贷款。

白天耕作田地，夜深之际，一盏孤灯
下，李尚师铺开稿纸，一笔一画地沉浸于
书稿写作。

他从来不发表论文，一旦拿出来的都
是几十万字的书稿，他的书作也一本接一

本被出版发行。
当他带着《晋国通史》书稿去见李伯谦

时，这位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震惊到了。李伯
谦感慨：“百万字的手写书稿，装满整整一
大箱子，仅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工
作量可想而知，个中清苦甘甜，唯有自知。”

就在大家认为《晋国通史》就是他学
术顶峰的时候，李尚师又出版了《治国方
略史鉴》。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还有出版
计划，且不止一部。

山西晚报记者：李老师，“感动山西”十
大人物，获得这样的荣誉，说一下您的感受？

李尚师：感谢大家，感谢所有人对我
的认可。感谢山西晚报对我持续的宣传报
道，让我能有幸和全社会这么多关心学术
研究的人认识。

山西晚报记者：李老师，您的身体如何？
李尚师：身体好着呢。特别好，什么大

毛病都没有，只有一些老年人常见的头疼
脑热什么的。

山西晚报记者：李老师，现在很多人都
在到处寻找购买《晋国通史》，怎么能买到？

李尚师：这个情况我知道。我手头也
没有多余的《晋国通史》了，当时出版的时
候没有预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需要，所以印
数不多。听说旧书网上有，价格炒得很高。
建议大家不着急的话先不要买。

山西晚报记者：有再版计划了？
李尚师：有。运城市委宣传部支持，三

晋文化研究会运城分会的几位专家学者具
体张罗，《晋国通史》会出版修订版。清样我
已经拿到了，正在等着落实出版经费。

山西晚报记者：这么说，还是出版费
用上有困难。《晋国通史》修订版出版需要
多少费用？

李尚师：20多万元吧。学术性的书籍，
其实没有多大市场。出版社能给出版就是
支持，他们也挣不到钱。

山西晚报记者：李老师，听说您还有
别的出版计划？

李尚师：还计划出一部《晋国简史》，
书稿已经完成了，40多万字。大家读《晋国
通史》累的话，可以读一下简史。光达（李
尚师的儿子）正在设法筹集出版经费，有

企业有赞助意向吧。
山西晚报记者：《晋国简史》出版需要

多少费用？
李尚师：10多万元吧。
山西晚报记者：还有别的学术成果要

出版没？
李尚师：我还写了一部《史记晋国部

分质疑》，就是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关于
晋国的部分，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最新的
考古发现感觉有100多处需要订正。现在
已经写了80%，10多万字能够完成吧。

山西晚报记者：这么有意义的学术研
究成果，应该早些让大家看到。我们呼吁一
下，如果有意向赞助出版，可以和您联系吗？

李尚师：谢谢你，谢谢山西晚报。这种
事不要勉强。出版就是这样，总会有办法
的，我不急。

□山西晚报记者 胡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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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感动 中年立志修晋国史,三十余年笔耕不辍

记者对话 还计划出一部《晋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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