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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史学研究论集，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国近现代经济以及区域地
理等，具体有：西周时期盟誓的制度化；略论北魏前期音乐及其影响；西夏禅宗文献的多样性和禅教
的融合；清朝时期澳门议事亭研究；近代中国的官营企业与香港等，具有较高的史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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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天风，百丈清泉——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建系八十周年学术传承回顾小小源流  动成掌故——朱杰
勤先生致王贵忱先生的五封信深圳咸头岭遗址的生态环境与人们的谋生方式西周时期盟誓的制度化从
所载子思言行看《孔丛子》的伪书本质——兼说疑古派观点的价值与意义公孙源流考岭南“陶瓦筑堵
”说试解山西汉代城址研究仇池诸国通考略论北魏前期音乐及其影响以高欢家族为例看东魏北齐汉化
试论北朝时期的政治性救灾措施唐代胡僧考源唐朝岭南道容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宋人著作补正(60种)
西夏禅宗文献的多样性和禅教的融合元代的裱背工艺阿拉伯、波斯语文在元明两朝官方的教习与运用
明代宗藩经济犯罪述论于慎行史学著述考论《吴渔山集笺注》补订困顿与坚守：利玛窦广东行教的心
态史考察清代以前中国古籍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述以及史料价值在清与明之间徘徊：顺治时期广东社会
考察清代直隶的留养局及其运作机制清朝时期澳门议事亭研究清代中叶中国政府对澳门华人的管理近
代美国教会学校与中国体育近代中国的官营企业与香港18世纪瑞典的中国趣味与中国宫的建造1901年
西人在陕赈灾活动考述——以美国赈款的散放为中心平等与不平等之间——中西外交礼仪之争与中国
外交近代化的艰难起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述论日据时期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简析“近代墨学
”研究述评战时中美技术贸易之一例：以资源委员会与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的合作为中心理论运
用的时代错位——杜能模型与中世纪英格兰的领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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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40年代，沈炼之和谭其骧先后来到暨南大学，他们在历史学系的任教，进一步发展了勇于
开拓、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和特色。
　　1943年8月，沈炼之应聘到暨南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暨南大学史地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
等职，直到1948年才离开暨南大学。
他在暨南大学的五年任教生涯中，开设有西洋思想史、法国史、西洋文化史等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
迎。
在学术研究上受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当时学术研究的影响，他也更讲究求实创新，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的
发展，翻译和出版了《世界文化史》和《罗曼·罗兰传》等多部世界名著，成为海内外的知名学者。
他在讲授西洋通史时，着重讲述西洋文化史，J.E.斯温著的《世界文化史》最初就是作为西洋通史课的
教本在闽南由他翻译并于1944年出版的，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后经周予同等先生推荐，于1947年由
上海开明书店重版，1949年再版。
此书从远古叙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内容十分丰富，结构条理清晰，在当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
白，对推进我国的世界文化史研究，传播世界文化史知识，起了启蒙和开拓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沈炼之随暨南大学于1946年从建阳迁回了上海。
1948年，沈炼之离开暨南大学，返回故乡温州中学任教。
　　谭其骧是暨南大学社会历史系学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编辑学术刊物，1947年
受聘为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讲中国沿革地理、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史学史等课程
。
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完成了《秦郡新考》、《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
等文，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谭其骧的学术研究讲究论从史出，各项研究都有其独到见解，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著名学者
。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展开，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系又有朱杰勤、金应熙、陈乐素等史学大家执教。
他们在这个新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研究环境中，秉承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将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
朱杰勤在来暨南大学之前已是中山大学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参加了暨南大学1958年在广州的重建
，1959年至1970年担任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在这段时期，朱杰勤主要致力于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著有《亚洲各国史》，还翻
译出版了《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大秦国全录》，发表了《泰国华侨的经济状态
（1948-1956）》、《十九世纪中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
斗争》、《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者的记录》、《一七四。
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等论文，使他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
1970年暨南大学停办，朱杰勤先后到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工作，1978年暨南大学复校又回来任教
，直到1982年调任本校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
这期间朱杰勤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翻译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
还发表了《中国与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其处境》
等学术论文，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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