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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
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本书不仅限于对宋史百年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
发展变化，从宋史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20世纪宋史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
通过历史反思来探寻规律，获取经验，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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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瑞熙，上海嘉定人，1938年生。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庐山
白鹿洞书院院长。
著有《宋代社会研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8226;宋代卷》、《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第一作
者）、《（左田+右“谬”字去言字旁，念lu02）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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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宋史学的开创和奠基　　第二节　蒙文通、张荫麟、陈乐素、邓广铭的开创之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宋史学由酝酿期进入开创期。
由于中国国土辽阔，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众多，中国宋史学的开创过程呈现多元化的倾向，这就意味
着为中国宋史学立下开创之功的不仅仅是某一位学者，而是至少有四位，即蒙文通、陈乐素、张荫麟
和邓广铭。
　　可以依照他们四位的年龄、开设宋史课程的早晚、培养宋史研究的后备力量、宋史研究方面的建
树等四个标准，来肯定他们在20世纪开创中国宋史学的功绩。
　　首先，从他们四位的年龄考察。
蒙文通先生生于1894年，卒于1968年。
陈乐素先生生于1902年，卒于1990年。
张荫麟先生生于1905年，卒于1942年。
邓广铭先生生于1907年，卒于1998年。
蒙文通先生居长，邓广铭先生最年轻。
　　其次，从他们开设宋史课程的时间先后考察。
蒙文通先生和张荫麟先生几乎是同时开设宋史课的，或者蒙先生略早于张先生，蒙先生在北京大学史
学系，张先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
桑兵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到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
以言学术”的空气。
与此相应，各大学的史　　学课程日趋专门化。
1931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比此前有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于：一、通史断代化，中国史分为上古、
汉魏、宋史、满洲开国史⋯⋯　　牛大勇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一文中指出：20年代
末期至30年代中期，北大史学系专任教师以及为史学系授课的校内外学者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赵万里（宋史、中国雕版史、中国史料目录学）⋯⋯蒙文通（周秦民族思想、魏晋南北朝史、隋
唐五代史、宋史、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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