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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
林之学术著作。
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
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
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人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
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
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
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
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
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
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口”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
下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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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垣 （1880-1971）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
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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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注曰：沈庆之、沈文季，皆讬老疾，不预朝权，而终不免于死。
国无道而富贵，则进退皆陷危机也。
（一四二）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周丞相坚执柳庄手，言当相与共保岁寒。
注曰：孔子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后彫。
”何晏注曰：“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后知松柏不肜伤。
平岁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后别之。
喻凡人处治世，亦自能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後知君子之不苟容。
”後之言保岁寒者，义取诸此。
（一七四）此眼前成语，《鉴》中屡见，何须注，而此独详引以释之者，正以见保岁寒之不易也。
《癸辛杂识》续集上，载：“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皆以甲辰岁史嵩之起复上
书，时人号为六君子。
既贬旋还，时相好名，牢笼宜中为抡魁，馀悉擢巍科，三数年间，皆致通显。
及镛知庐陵，文宋瑞起义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
既而北兵大入，则如黄如曾，皆相继卖降，或言其前日所为皆伪也，于是有为之语云：‘开庆六君子
，至元三搭头。
’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
”按淳祜四年甲辰，上书论史嵩之不当起复者，是黄恺伯等，详《宋季三朝政要》。
陈宜中、黄镛等，是宝祜四年丙辰上书攻丁大全被贬，开庆元年丁大全罢，六人放还，故称开庆六君
子。
此误记丁大全为史嵩之，又误记丙辰为甲辰。
六君子始皆负盛名，而其中一二人晚节不终，遂予人口实，岁寒之不易保如此，故身之特书以自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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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将史料考据、史论和中国传统史学微言大义之精神结合得非常出色的一部史
学著述，被誉为陈垣“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陈垣将本书称做其“学识的记里碑”。
宋元之际，当时的著名史学家胡三省曾对《资治通鉴》作过一系列校勘考证，在其中融进了自己因国
破民衰而产生的诸多悲情。
而日本侵华时期身处沦陷区的陈垣先生对此感同身受，于是撰写了《通鉴胡注表微》一书，通过对胡
三省的通鉴注疏进行辩误和考证，来辨识胡三省当年的观点和思想境界，并借此发微，阐述陈垣先生
自己对史学研究的独特认识和见解。
陈垣先生还以此观照现实，在其中融进了诸多现实感悟，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民族情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鉴胡注表微>>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