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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论文是这样写成的

———纪念恩师汪熙先生

吴心伯摇 摇 摇

我是 1989 年春季开始跟汪熙先生读博士的。 当时他给博士生开了一门课,叫
“中美关系史冶,每次讲一个专题,然后布置我们看书,写读书报告。 每次的读书报告

他都会点评,从内容到文风都很在意。 我那时喜欢给上海一家叫《书林》的杂志写文

章,文风比较新潮,先生看了不以为然,认为读历史的人文风应该非常朴实,不要花里

胡哨或故作高深。 他特别强调史论必须得当,要分析到位,但也不能讲过头。 此外,
先生还与我们分享做读书卡片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他多年摸索出来的,简便而实用。
这门课读下来,收获最大的就是治学方法,后来在写博士论文时都用上了。

大约是 1989 年秋,先生问我博士论文有何打算。 我当时还没什么想法,于是先

生建议我研究美国塔夫特政府时期的在华“金元外交冶。 先生告诉我,他 1987 年应

邀到康奈尔大学讲学和研究,在康大图书馆阅读了塔夫特政府在华“金元外交冶的关

键人物司戴德的档案,深感塔夫特政府的在华“金元外交冶是美国对华政策演变中的

重要阶段,特别是当时美国与日本在中国的争夺很激烈,矛盾很尖锐,这实际上是美

日在华矛盾的起点。 先生说,对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但中国学

者研究的不多,也没有很好地利用美方的一些档案材料,如果就这个问题做篇博士论

文,是有价值的。 我同意了。
按照先生的要求,第一步是做研究书目,就是要把与本专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尽可

能地搜集完整。 那时候没有电子检索手段,主要是人工检索,我花了一些时间整理了

一份书目,先生看了不满意,认为还有很多遗漏,给了我一些建议。 于是我再补充,做
了一份更加详细的书目,这次先生认为差不多了,但强调没有把美国的一些档案材料

包括进去。 他希望我在写博士论文期间能够有机会去美国查阅相关档案材料,并要



我做出国的准备,考托福。
那时候博士论文写作还没有开题报告一说。 先生于是希望我先就这个题目写篇

文章,确立博士论文的基本框架。 我在 1990 年春夏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写成了

《司戴德与美国对华金元外交》一文。 先生在暑期看了以后,觉得不错,认为博士论

文可以按照这个框架和思路去写。 先生还建议将此文提交《复旦学报》发表,并介绍

我去找学报编辑周老师。 周老师收到稿件后很快安排发稿,因为文章比较长,分两期

发表在《复旦学报》(1990 年第 6 期和 1991 年第 1 期)上。 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鉴

于这篇文章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征得先生同意后,发表时我把先生恭列为第

一作者。 这是我和先生合作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 此文得到先生的肯定并顺利发

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对博士论文的写作有了信心。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英文材料不好找,特别是美国的档案材料

只能到美国去看。 那时由于相关政策变化,文科博士不搞联合培养,这样我虽然托福

考了高分,但也没有机会去美国做论文。 凑巧的是,大约是 1990 年初,先生自己有机

会去美国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于是他就承担起为我搜集英文材料的任务。 通过邮

寄或友人携带,先生先后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英文著作的复印件和档案材料,其中最珍

贵的就是藏于康奈尔大学的司戴德的个人档案材料(司戴德毕业于康大,去世后所

有的日记、信函均捐献给康大图书馆),其中有些是翻拍的,有些是缩微胶卷。 可以

说,没有这些一手材料,论文的写作很难顺利完成,即使写出来了,质量也会大打折

扣。
1991 年秋,我完成了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6 ~

1913》。 次年 1 月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后,先生叮嘱我要对论文进行修改和扩充,
以达到出版要求。 1994 年 1 月,我赴美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 利用这个机会,我到

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塔夫特政府国务卿诺克斯的文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了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有关档案材料,对论文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先生审阅了修改后的

书稿,决定将其列入他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1997 年秋,我的博士论文出版,
先生拨冗为本书写了“主编前言冶,在结尾处,先生写道:

“在与吴心伯博士商讨研究课题时,他不畏艰难有志于探究‘金元外交爷,后来又

赴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进一步挖掘梳爬有关原件和文献资料,颇
有所获。 吴博士是一个研究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 我很高兴他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探

颐索隐、钩深致远的研究,他把这一段扑朔迷离的过程理清了头绪并进行剖析。 我相

信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会引发中外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段历史更多的思索。冶
对向来不轻易表扬学生的先生来说,以上这段话无疑是对我这段研究工作的极

大肯定。 领受先生教诲栽培之恩,我也有机会在自己为本书撰写的前言中表达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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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感激之情:
“为文始末,从选题到定稿,得到汪熙先生的悉心指导。 他向笔者提供的司戴德

档案材料及其他大量外文资料,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关键。 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
先生的关怀惠我良多。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冶

如今先生走了,但我对当年跟随先生求学经历的记忆却是那么的真切和鲜活。
保持这份珍贵的记忆,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更是我在学术之路上前行的巨大动力。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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