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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包括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及其崩溃、东晋十六国、南北对峙、南北朝的政治与经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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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仲荦　　王仲荦（１９１３－－１９８６）教授。
浙江余姚人。
１９３７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
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唐史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山东省史学会第一、
二届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专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
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北周六典》等。
　　一代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宗师　　2008-03-12 09:34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
研究领域，学术界一致公认有两大家即“南唐北王”。
北王就是我们山大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
　　王仲荦（1913-1986）浙江余姚人。
1947年任教于山东大学，历任教授、系主任、古籍所副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
编辑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
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
　　满腔热血 一心赤诚　　先生自幼爱好诗文，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因诗写得好，得到章太
炎先生的赏识，收为晚年弟子，章先生对他的影响甚大。
30年代初，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曾向章先生请教治学方向，老师告诉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
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
”王先生从此明确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树立起为复兴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
且为此奋斗了一生。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病逝，临死前立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孙孙毋食其官俸。
”这几句话虽然是对他的儿女说的，但王先生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8年，先生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王先生
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民国通用教材）。
课堂上，先生意气风发，慷慨陈词，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日伪当局对此极为恐惧，起先以“号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责难，继而给先生寄去了装有子弹的信函。
虽然受到如此恫吓，先生却泰然处之，继续走自己的路。
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先生就此
离开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
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龙城等地参
与指挥抗击日军。
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先生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印泉先
生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
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底，先生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中央大学迁至南京。
南京当时处在内战前线，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中央大学当局对此甚为不满，
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当然不能幸免。
1947年春，时年34岁的王仲荦先生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直到逝世，在山大教书近40年。
　　在山大教学的生涯中，先生虽然一心钻研学术，但是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
命运，关注着共和国的成长。
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先生曾诗云：“天安门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堕泪碑，总理有灵应喜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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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个个好男儿。
”　　为人师表 治史楷模　　王仲荦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现有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弟子。
先生逝世后，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历史系教授郑佩欣先生有挽联云：　　“有遗著四百万字 育齐鲁
三千英才”　　先生非常爱护学生，早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就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受到排斥。
在山大任教期间，经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学生。
对于学生的困难，他总是热心地给以解决。
他总是将学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对学生的关心甚于对自己的关心。
他视学生如己出，倘若学生犯了错误，他首先做的是自责，然后才去教育学生。
　　在先生心目中，学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
齐涛先生（现任曲阜师范大学校长，曾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是他的学生，学校本
来安排他读完硕士之后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郑老师有时间更好地照顾王先生（
先生当时有心脏病），但先生看出齐涛是个人才，不愿因为自己影响他日后的锦绣前程，并未接受学
校的安排，还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教导齐涛，直到先生病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闻仲荦先生病逝，撰有挽联：　　直谅多闻，是为益友。
　　精勤盖代，无愧宗师。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史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启功先生所言“无愧宗师”。
其治学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博。
先生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
早在青年时期，就把家藏的五六千册书都通读过了，为写《西昆酬唱集注》，找了许多书，如《左传
》《论语》《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等都细致的看过。
　　先生读书既多又快。
在京点校二十四史后期，常去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没过多久，对人感叹：“这里藏书，我大多已看
过了”，并“苦于无书可看”。
馆内藏书几十万册，在当时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先生却叹无书可读，其学问之渊博，可以想
见。
　　其二是精。
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基本书，把它读得熟烂，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熟烂于胸
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
”他不仅这样说了，还这样做了，据郑宜秀老师讲，王先生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读过十几遍，
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靠一部通鉴起家的。
”　　其三是勤。
勤读、勤记、勤思、勤学，书不离眼，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
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这是王先生一生的治
学特点和根本要诀。
他一生求学、教学、治学六十余年，总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
笔者有幸参观了王先生的卧室，内有一个书架，上上下下摆满书。
还有六个大书柜，内有先生所有遗稿和存书。
以前笔者曾怀疑陈景润教授为攻破“歌德巴赫猜想”光稿纸就有一麻袋是否属实，今天看到王先生满
满一柜子手稿，疑虑顿消，大凡做学问者，必有这种勤勉精神。
先生曾立下“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座右铭，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还在以每天3000字的进度，赶
写《中国物价史》。
　　其四是严。
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并谆谆告诫青年同志“不要太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
以璞。
”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几部书，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
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于1978年后陆续出版。
　　其五是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魏晋南北朝史（全二册）>>

王先生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
五六十年代，当“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
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
，终于成为一家之言，以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为国内外学者承认和信服。
　　辉煌的业绩 平凡的生活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和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里，他孜孜不倦
，著述不辍。
先生在学术上建树颇多，对于先生贡献的业绩，我们仅选一二以飨读者。
　　（一）对古代史上几个重要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春秋战国之际的农村公社和休耕制度问题，
物价问题，明代纺织生产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尤其是古史分期问题，他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论。
　　先生另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是出版《曹操》一书,首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
肯定,为后来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
　　(二)在古籍整理方面，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
早在上海求学期间，就已经着手注释宋代杨亿编撰的《西昆酬唱集》。
今天我们读到的中华书局新校点版本的《二十四史》，其中就有王先生的功劳。
1960年为高等院校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书。
此外，在先生70岁高龄还整理章太炎的遗著，主持《太炎先生全集》编辑出版工作。
　　（三）先生学术成就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贡献。
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写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这本专著将中国中世纪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
由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现象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历代研究者大多将它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
论，认为无光明可写。
王先生明查这一弊端，决心给予突破。
而事实证明，先生获得了成功。
他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造成的蒙昧状态，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光明的新局面，目前史学界流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主流枣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王先生的观点和建树
的肯定。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也是王先生的著名力著，是他魏晋南北朝史丰碑的组成部分。
　　先生拼搏奋斗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辉的业绩。
先生不仅有着伟大的一面，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简朴，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其家当只有一件替换的破夹袄。
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自己找来工具，亲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极有原则。
一次开会，领导不公平处理一件事，先生马上就站起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回家了。
”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
因为王先生德高望重，许多领导经常看望他，他也从来不回访，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架子大，称他为“
祖师爷”，他也一笑置之。
　　仲荦先生又是个极为重感情的人。
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
情。
他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现在对
太炎先生的评价，有许多不实之处，不公之论，是应当矫枉的。
”为了澄清事实，他不辞辛劳的撰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在去世
前十余天，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先生一生交友广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极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缘故。
如果朋友有困难，先生总是想尽办法，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朋友。
在山大，先生和童书业先生过往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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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
文革时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
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对山大也很有感情。
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经呆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
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先生又怎么舍得山大呢！
　　先生不仅是个好学生，是位好老师，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先生很爱家，也很会照顾家人。
和郑宜秀老师结婚三十余载，相濡以沫，恩爱逾常。
相互扶持，互敬互爱，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
因为郑宜秀老师的工作比较忙，先生就主动负责起照顾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动来支持郑宜秀老师。
在孩子眼里，王仲荦先生是个慈父，他对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并且恰当地给
予正确的引导。
因为先生总是很风趣，说话很幽默，所以家里总是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息。
　　仲荦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虽然平凡却处处闪着耀眼光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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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形成世家大族经济势力的发展与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一四一）世家大族庄园的各种类型（一五
六） 佃客与部曲（一六一） 门生与故吏（一六八） 奴隶制残余的严重遗留（一六九）第二节 西晋的
占田法占田法的实施（一七九） 太康时期的繁荣景象（一八三）第三章 西晋的暂时统一及其崩渍第
一节 西、北各少数族的内迁匈奴人的迁徙（一八七） 鸟桓、鲜卑的分布地区及其社会制度（一九〇
） 氏、羌的分布地区及其迁徙（一九七）实人的分布地区及其迁徙（二〇二） 汉族杭治阶级对内迁
各族的奴役与剥剖（二〇四）第二节 西晋的黑暗统治与「八王之乱」⋯⋯第四章 十六国第五章 东晋
王朝的建立及其政治第六章 南朝的政治舆经济《魏晋南北朝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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