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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间林沉（亦邻真）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裹举行这么隆重的纪念会，就是因为林沉老师在学界所拥有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学
术成就和贡献，他的学品和人品。
特别是有蔡美彪、周良霄、陈得芝、陈高华等老一辈大学者的光临，有中见立夫、大岛立子等海外知
名学者的专程莅会，我作为林老师的受业弟子，更感到心裹很热，很兴奋和激动，也很骄傲和自豪。
还在林老师刚去世的时候，就有他的弟子们发表长文，相当全面系统地概括和评价了他在蒙古学各个
领域的巨大学术成就（《20世纪蒙古学巨匠亦邻真教授》，《蒙古史研究》第六辑，署名：齐木德道
尔吉、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白拉都格其、乌兰）。
其后，我觉得言犹未尽，又撰写一篇短文，专门介绍了林沉老师对蒙古史学发展的几点突出贡献（《
亦邻真教授对蒙古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三期）。
所以，在这方面我就不再冗赘和重复了。
藉此机会，我谨把一直很深地铭刻在心裹的有关林老师的几个片段记忆，讲述给各位师友，以志纪念
。
由于时隔已久，一些具体场景和所说的原话，已经记不确切了，如果将它们写下来，也都不便加引号
了。
第一件事是，我当初考研究生（1978年），报考的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贾敬颜先生，曾专门跑到北京求
见他。
我说了我是从哪里来的之后，贾先生马上就说，你们内蒙古大学有林沉、周清澍知道吗？
他们比我强得多，何必舍近求远找我来呢？
记得当时贾先生的书房还在中央民院家属院内的防震棚裹，在场的还有找他串门的，我后来才知道是
鼎鼎声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贾敬颜先生当着好几位学界同仁的面还说过，学术上一些艰涩的东西、“犄角旮
旯”的东西，就他（林沉）来的了（读！
ia0）。
说出来的话，表面上很随意，还有点诙谐，但在场者都能感受到，它实际上蕴含和表达了贾先生对林
老师由衷的钦佩。
只要知道贾敬颜先生当时在国内学术界的资历和声望，就会联想到资历比他晚许多的林沉老师在学术
圈内已经具有的声名。
第二件事也是在1978年，《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了两组“二十四史”点校的体会文章。
我看到了署名亦邻真（林沉）、周清澍的介绍点校《元史》体会的文章，模糊记得在同一版（或另一
组）上大概还有郑天挺、邓广铭、唐长孺、王毓铨等人的文章。
当我逐渐了解到这几位老一辈史学大师的赫赫声名之后，我的感受首先是惊讶，我的这两位当时连副
高级职称还没有的导师，竟然能跻身于他们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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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4辑）》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学术
刊物。
以介绍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历史、语言、考古、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最新研究
成果为主要宗旨。
发表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论文、书评和研究综述等，以期推动国内学界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方面的
进步。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4辑）》适合于从事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民族语言、历史、考古、地
理以及宗教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和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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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亦邻真先生简介亦邻真先生论着目录林沉常在纪念亦邻真教授十年生死两隔忆林沉在纪念亦邻真教授
逝世十周年会上的发言纪念亦邻真教授(日文)纪念亦邻真先生(日文)深切怀念林沉(亦邻真)老师导师琐
忆《纪念亦邻真先生逝世十周年蒙古史学术研讨会》开幕词《纪念亦邻真先生逝世十周年蒙古史学术
研讨会》总结发言亦邻真先生与黑城出土畏吾体蒙古文文书研究亦邻真先生与《红楼梦》——兼谈哈
斯实在《红楼梦》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的被接受“阴山达靼”考辨十二至十四世纪蒙古
人的年龄结构窝阔台汗“丙申年分拨”再考(1)——关于“答里真官人位”之宁海州分地哈喇和林再发
现的汉蒙文对译《敕赐兴元阁碑》断片蒙元时代蒙汉双语公文初探《元史．选举志．铨法》校读记—
—与《元典章》相关公文的比勘从新现蒙古文残叶看罗桑丹津《黄金史》与《元朝秘史》之关系“蒲
速”与相关的契丹语文解读问题On a fragment of the Cakkavatti-sihanada-sutta in ToeharJan B试论西夏语的
·我所制衣及其相关问题《大智度论》作者之再议葛剌思巴监藏造《吐蕃王统》与八思巴造《吐蕃王
统》译注与研究蒙古文《索勒哈尔奈故事》的学术史评述清初辽金元三史满蒙翻译史考述卫拉特高僧
咱雅班第达呈清朝顺治皇帝的一份文书清代“拜唐阿”探略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
考论内齐托音喇嘛与锡埒图库伦旗哈萨克斯坦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藏传佛教古迹研究及新发现
关于清初喀喇沁旗及其同蒙古八旗关系的一份新资料——读新出版《藩院满蒙文题本》学术笔记清代
东部蒙旗重镇八沟奉天地方势力与蒙旗土地开垦——以民初札鲁特左旗为例清末民初的呼伦贝尔“独
立”事件新疆东乡语单元音音位研究论蒙古语族语言与突厥语族语言词汇比较研究——评《北方民族
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纪念亦邻真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蒙古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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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99年2月10日，我的导师、国际著名蒙古学家亦邻真先生逝世。
2009年1月底，我到日本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做客座教授，不久便迎来了先生仙逝十周年的祭日。
时光虽然已过十载，但我们对先生记忆犹新。
考虑到他的学术成就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我萌生了举办纪念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蒙古学会议之念。
这一想法首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沈卫荣教授的赞同和热烈支持。
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中见立夫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
乌兰教授也给予鼎力支持。
8月底回国后，立即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中国蒙古史学会等单位和学术团体联系，得到了白音
门德院长和成崇德理事长的支持。
接着，中见立夫先生负责联络日本学界，我们组织国内专家学者，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支持资助，
纪念会终成现实。
200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中国蒙古史学会、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和日本国立亚
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协办，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办了《纪念亦邻真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
蒙古史学术研讨会》。
国内著名蒙元史专家和蒙古学家蔡美彪、陈高华、陈得芝、周良宵、乔吉、刘迎胜、李治安、白拉都
格其、杜家骥、乌兰、达力扎布、白音门德、齐木德道尔吉、宝音德力根等和日本著名学者大岛立子
、中见立夫、森川哲雄、松川节、池内功等莅临会议。
周清澍教授从美国发来了书面发言。
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蒙古国和国内北京、南京、天津、内蒙古、广东等地区的60余名代表。
上午9：00至9：30，举行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
会议第一顼，介绍与会代表，第二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教授致开幕词。
第三项，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亦邻真先生生平。
第四顼，黄朴民教授代表国学院为亦邻真教授家属颁发了藏书纪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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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4辑)》适合于从事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民族语言、历史、考古、地理以及宗
教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和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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