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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云胜同学于1988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在读期间，我虽然给他所在的班级上过课，但当时学生较多
，我又多住在校外，交流的机会很少，只记得他是小个头，不多说话，但很用功。
他的同班同学周云曾告诉我说，云胜在校期间读先秦诸子著作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很有见解。
但真正对云胜同学有比较深的了解，却是在他毕业之后。
当时大学毕业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云胜去了张掖，在张掖师专（今河西学院）任教。
因父母住在家乡临洮，每年寒假必先从张掖乘火车到兰州，然后转乘汽车返回临洮省亲。
记得是一次寒假期间，云胜路过兰州，专程来家中看望我，他不会客套，但涉及感兴趣的问题却很健
谈。
我们谈了很久。
当时他的兴趣仍然是集中在先秦诸子领域，尤其对老庄之道很有一些自己的认识。
前几年我去张掖在河西学院作过一次讲座，再次见到他，得知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河西地方文化史，正
在研究清代武威学者张澍，已经收集到不少资料。
今年春节，云胜来电话告诉我，历经四年时间，他完成了《张澍研究》一书，并把书稿的电子文本发
给我，希望我能给他提点意见。
春节期间，我正在忙于《还读我书楼文存》的整理工作，忙中偷闲，断断续续地阅读了一遍，第一感
受即云胜的研究工作是扎实的，这一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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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澍研究》分作六章，第一章为“张澍生平”，主要依据《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
《续黔书》、《张介侯所著书》、《清史稿》等典籍，详考张澍生平。
第二章至第六章是对张澍学术成就的探讨，探讨了张澍在辑佚、金石、方志、经学、姓氏、敦煌学、
西夏学等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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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张澍生平事迹考述　第一节  张澍的家世及其中进士以前的情况　第二节  张澍在贵州的活动　
第三节  张澍汉南讲学、旅游大江南北等事迹考　第四节  张澍四川、江西宦迹考　第五节  晚年张澍第
二章  张澍的辑佚学成就　第一节  诸葛亮文化现象与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　第二节  张澍《续敦煌
实录》的特点与价值　第三节  《二酉堂丛书》与张澍的辑佚学成就第三章  张澍的金石学成就　第一
节  张澍金石学成就综述　第二节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第四章  张澍的方志编纂及其成就
　第一节  《续黔书》的编纂及其价值　第二节  《大足县志》、《蜀典》等方志的编撰及其价值　第
三节  《凉州府志备考》的特点与价值第五章  张澍的姓氏研究及其成就第六章  张澍的经学成　第一节
 张澍经学观点数种评析　第二节  张澍辑《子夏易传》述论附录　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述评　
张澍著述考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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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张澍生平事迹考述张澍生活于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
其时，清王朝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激化、军备废弛等现象日益严重。
张澍一生，既有金榜题名的得意，“博文丽藻，才气无双”的自负，也有不随俗沉浮难容于官场的痛
苦煎熬、辞官后再次补官屡屡受挫的失意。
考察其一生，虽然仕途不顺，政治抱负未得施展，但也有他自豪、自负、自慰、自快之处。
足迹所至，游历所到，几于中国之半，陶醉于江山胜景，着迷于奇风异俗，“江山好处频挥笔”，是
其所自豪者也；读书万卷，博闻广识，验之于地理，征之于风俗，经世致用，不尚虚浮，是其所自负
者也；以“良吏”自期许，勤政爱民，廉洁奉公，虽官运不佳，知县一职终其仕宦生涯，然《甘棠》
咏召公、郑人歌子产，仕宦之地，百姓追念，口碑颇佳，是其所自慰者也；晚年侨寓西安青门，整理
《文集》、《诗集》、平生著述，友朋之间，诗酒相答，乘此闲暇，读书自娱，遂其所好，以终天年
，是其所自快者也。
观其人品、读其诗词，阅其文章、研其著述，论其世风、评其为人，不得不详考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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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2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来到张掖师专政史系从事教学工作。
在教学中，在王克孝教授和高荣教授等前辈和同仁的影响、感染和指导下，逐渐对河西地区的历史和
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9年，高荣教授组织历史专业部分教师编撰《河西通史》，我承担了明清部分的撰写任务，从此，
研究河西历史和文化有了具体的方向。
在学习和研究中我逐渐认识到，清代著名学者甘肃武威人张澍在学术上有着重要贡献和很高成就，但
学术界对张澍的研究还很不全面和深入，于是产生了研究张澍的想法。
2003年，由高荣教授组织申报的“河西历史与文化”学科通过省教育厅专家评审，被确定为省高校省
级重点学科，同时也被列为河西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作为课题组成员之一，我深受鼓舞，遂下定决心研究张澍，并做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2005年，“张澍研究”由我主持申报了甘肃省教育厅社科研究资助项目，有幸获得立项。
考虑到课题的复杂性和难度，预计了四年的时间，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明智的。
现今，四年之期已经迫近，《张澍研究》也已定稿，不负当日诺言，深为欣慰。
本书能够顺利完成，首先应该感谢河西学院历史系的高荣教授，是他组织编写《河西通史》、申报省
级重点学科“河西历史与文化”的活动，将我领入了研究张澍的大门，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多有督促、
指导和帮助。
初稿完成后，还在百忙中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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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澍研究》：“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学者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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