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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探史：施建中教授古稀贺寿文集》是施建中教授的学界朋友和学生为庆贺施教授七十寿辰而撰
写的论文合集，其中包括明史专家陈梧桐先生、唐史专家李锦绣、牛致功、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冠英
先生等著名专家学者的论文近三十篇，内容涉及明史、唐代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各方面内容，
其中很多文章在各自领域多有创见。
　　施建中教授。
1940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
1959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因学习优异，1962年北师大校庆60周年时被推选与陈垣校长
、白寿彝主任、杨钊先生、杨子坤先生合影，《北京师大》报刊发专文介绍其学习和读书情况。
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1997年起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2000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创建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创办了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并担任考古与博
物馆学教研室主任。
2004年10月退休。
　　从1979年起先后为历史系和全校开设本科和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史（隋唐至明清）、隋唐史、《
资治通鉴》研读、史源学（协助赵光贤教授开）、中国古代史专题、中国古代史专业理论、隋唐制度
、隋唐五代史史料学等课程。
并为外校、国家机关讲授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贞观政要》讲座、《资治通鉴》
讲座、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等。
　　曾在《中国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主要著作有《隋文帝评传》《自强不息的史诗一改革与进取》《国史镜鉴·爱国篇》《中国古代史（
下）》（主编）《中国古代奇童传》《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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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建中先生的學界朋友和碩、博士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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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有关泉男生降唐的问题——读《泉男生墓志铭》和《泉献诚墓志铭》建中同志的为人为文郑成功复台
与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的撰写始末——王永兴与义宁之学研究之一浅析隋炀
帝之死对隋末形势的影响试论刘文静武德贞观年间给复探析唐太宗武德九年分封功臣的背后唐中宗太
子李重俊僚属考略浅析武则天迁都洛阳的原因唐后期(宪宗到宣宗)的皇权嬗递及宦官权力的变化《唐
方镇文职僚佐考》拾补马楚政权统治集团本土化略论重刑与枉刑——重刑与慎刑——重刑与暴刑——
魏、蜀、吴政府对官员的非政治型惩治述论唐代“司法三司”新论隋末骁果兵制与府兵制关系略论明
代南京京操军小识论开皇年间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论唐初与突厥的和战试论唐玄宗对两蕃的政
策及其对幽州节度势力发展的影响《史记·秦始皇本纪》“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试解中古《五行
志》的两种书写模式唐代离婚条款例释解析隋唐河东柳氏及其源流唐代文官服饰的文化内涵唐代私学
与科举制度成长的引路人——贺施建中先生七十寿诞问学感想——写在恩师施建中教授七十寿诞之际
人师与经师——贺施老师七十大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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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岑仲勉在论及隋末农民起义时说，杨玄感之变和雁门之围使“隋之声威一落千丈”②，宇文化
及以右屯卫将军的身份起而弑帝，更使本已低落的隋室威信再度受损。
并且，最高统治阶层从内部核心发生变裂，也加速了摇摇欲坠的隋王朝的坍塌。
大业十二年（616），炀帝一去江都而不复返，炀帝虽困于江都，但仍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经过多年的统治，以及封建纲常意识的熏陶，隋炀帝已经成为隋朝子民心中的神像。
作为名义上的天子，许多隋室旧臣依然把他视为隋的象征，把江都看做隋室正统所在，对江都和隋炀
帝仍有强烈的依赖心理。
只要炀帝不死，隋的忠臣节士就仍会固守地方郡城，负隅顽抗，对光复隋室抱有希望③。
但宇文化及弑帝之后，隋朝遗民心中的神像也被打碎，连名义上的皇帝也不存在了，这就彻底击碎了
顽固官僚心底残余的希望。
“择君而后仕，仕而君不可事则去之”④。
“旧主已去，新主未定”（此时虽有三主，但均为傀儡，不可言定），臣下可毕君臣之节，择新枝而
栖，遇新主而仕。
再加上当时形势的发展与逼迫，许多隋朝地方官员在炀帝死后纷纷改弦更张，另觅新主，寻找新的能
代表本阶级利益的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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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11月的一个周二早上，我正准备出门上班，接到了乔凤岐师兄的电话。
乔师兄说，施老师七十寿辰将至，他提议我们大家是否可以商量着出一本贺寿文集。
虽然一直知道同门人数不少，但自1999年毕业离开北师大之后，很多同门都是只闻其名，乔师兄我也
从未谋面，仓促之间只觉得是个极好的主意。
后来经过一次次讨论、计划，才真正开始着手准备起来。
老师门下学生很多，但都已毕业离校，分散在各地。
由于许辉的细心联络，大多同门得知此事后都作出积极回应.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文集仅收录了20余位
同门的文章。
同时也得到了几位学界前辈如牛致功先生、王新先生、陈梧桐先生、李锦绣先生的大力支持。
有了这些支持和回应，才有了这本文集。
老师的教导各位师兄都已经谈得很多也很好了，老师的课上得好也是系里级级相传的事，但既然为这
本书写后记，我愿意从自己的经历略谈一二。
我第一次见到老师是在大一下学期。
1992年初，北师大历史系一年级传统的“中国古代史下”如期开课，担任课程的是施老师。
第一堂课上，老师提出要通读《资治通鉴》，虽然老师声明这只是希望而非要求，课堂上还是稍微骚
动了一会儿，下课后大家还是颇为振奋，以后的几天里，系里的自习室明显多出好多套中华版暗黄封
面的《通鉴》来。
大三以后，老师开隋唐制度和通鉴研读两门选修课，人数也许不是最多，但上起课来，往往有真正过
瘾的感觉。
尤其是后者，承袭了陈垣校长的史源学传统，以《通鉴》的隋唐部分为具体材料，绝对是当年系里的
招牌课程。
每每在课上听到老师的精彩分析，恍觉历史研究竞然是如此有意思、如此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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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史:施建中教授古稀贺寿文集》是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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