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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纪念和研究陈垣先生，对于继承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和教育成就，弘扬他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创新
学术、无私奉献的“励耘精神”，推动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发起，并和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纪念陈垣先生诞
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前我们编辑了这本论文集。
　　本次会议，我们收到全国各地学者撰写的论文近40篇。
内容包括对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学术思想和风格的研究；对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特点的探讨；
对其书法艺术和学术传承的论述；以及一批为本次纪念活动而撰写的专题论文。
所论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皆为精心之作。
在此特向不辞辛苦、慷慨赐稿的各位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陈垣先生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论文集》的编排先按论文内容分
类，再按收稿前后排列。
由于文集截稿日期偏晚，留给编辑出版的时间很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叶子副总编和赵月华老师
克服种种困难，保证了《陈垣先生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论文集》的顺
利出版，这是我们要特别致以恳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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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史学二陈”现象的产生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援庵先生自1913年迁居北京，1917年撰《元也里可温教考》，以后又相继撰写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
教考》《火祆教人中国考》《摩尼教人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二
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对照表》《史讳举例》《云冈石窟之译经与刘孝标》《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敦煌劫余录》《元典章校补》《校勘学释例》《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元秘史译音用字
考》《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等论著，形成了其宗教史、，历史文献学与元史研究的学术
风格与特点。
1926年8月寅恪先生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导师，开设“佛教翻译文学”“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
等课程，指导研究生从事“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
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刊布《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支
愍度学说考》《桃花源记旁证》《四声三问》《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
事》等，又曾撰《高僧传笺证》《世说新语笺证》等著作。
“二陈”的学术研究旨趣、方向、风格和研究领域甚至在某些具体研究课题方面，颇为相近、相似与
相类，而且又相互商榷、相互影响。
因此，在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了“二陈”现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937年“七七”事变，日伪占领平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
“史学二陈”的学术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秉持“经世致用”之精神，走上了民族主义史学和爱国主
义史学的道路。
援庵先生在沦陷区倡导“有意义史学”，撰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
道教考》，借考据，陈古证今，论证中国不会亡，斥日寇，骂汉奸，表彰具有民族气节的明末遗民；
而且，又能团结身边周围的著名学者沈兼士、高步瀛、余嘉锡、张星娘、英千里等，相互鼓励，激扬
正气，共同对敌，与日伪、汉奸划清界线；同时教导学生读书、爱国，分清是非，不与日伪同流合污
，为谋长远计，保留读书种子，以为将来民族复兴储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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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论文集》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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