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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人与书有着须臾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学人藏书的聚与散，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演
变。
作者根据学人藏书的目的，将他们分为学人藏书家、学者研究、文入著述和博览藏珍四类，通过大量
的史料研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学人与书之间聚散相依的风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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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嘶，原名马守仪，1934年生于河北唐山。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曾任唐山市文联主席。
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编辑、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化史、教育史、学术
史的研究和著述。
已出版的著作有《芦笛集》、《勇敢者的伊甸园》、《紫骝斋文学评论》、《负笈燕园》、《燕园师
友记》、《学人往事》、《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态》、《1937年中国知识界》、
《一代宗师魏建功》、《林庚评传》、《学人书情随录》、《河北读本》(与人合作)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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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6年，在北大文科讲授“中国文学史”，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教授。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朱希祖成为教学的主力。
1917年9月，北大文科增设史学门，朱希祖任史学门主任，后为史学系主任。
1919年10月，置产于北京德胜门内草厂大坑21号，有房屋三十余间，全家迁至新宅。
次年10月，又置别业于积水潭北岸，负郭面湖，风景极佳。
自此，喜聚书藏书的朱希祖有了较为宽裕的地方放置藏书。
　　在北大，朱希祖是所谓“卯字号”的名人，他与同年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是“卯字号”中的“老兔
”。
“小兔”则有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林损等。
　　1921年1月，朱希祖与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12人发起成立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
学研究会”，朱希祖为入会号数的第一名，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的诗歌组。
　　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后，改组北京大学为“京师大学”，朱希祖遂改任清华大学教授。
这一年，朱希祖治元史，又刻意搜求南明史籍（他游学日本时，即开始搜购南明史籍）。
1928年北大复校后，又回北大任教，并兼任清华、辅仁等校教授。
　　1928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12月30日，中国史学会召开筹备会，朱希祖为主席。
此时，他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
次年，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他被选为委员会主席和征审部主任。
　　1931年，朱希祖辞去北大史学系主任，改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1932年，广东中山大学电聘朱希祖为史学系主任，因两粤为南明诸王兴兵抗满之地，因而他极愿去，
以便在那里继续搜求南明史料。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聘朱希祖为史学系主任，他欣然前往。
此后，他就在中央大学任教，但仍担任北大的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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