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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漠情思——历史学家韩儒林》

内容概要

韩儒林（1903—1983），河南省舞阳县人。1930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即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
所助教，翻译了巴黎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 Seignobos的《文明史》（上卷），翌年出版，定名《西洋文
明史》。1933年9月,入比利时鲁文大学学习中古史及西方史学方法。1934年秋转学至巴黎大学法兰西学
院，1935年春至1936年上半年，转学至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1936年夏先生学成回国，很得
著名学者陈寅恪、顾颉刚先生的赞赏，被介绍任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西部亚洲史和西北民族史
。
1938年经人介绍，到辅仁大学任历史系讲师，讲授西北民族史。1939年初，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助理，旋即改任副研究员，主要精力研究元史，著有著有《成吉思汗十三翼考》、《雪尼惕与合卜秃
儿合思的译名》等文。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先生于1940年2月应华西大学之聘赴成都任历史系教授。
从1940年春至1943年春三年中，除在华西大学大学部讲授蒙古史课程外，主要从事元史和西北民族史
研究，论著进入旺盛时期，发表了《吐蕃之王族及宦族》等论文 20余篇。1940年12月 应齐鲁大学研究
所之请，为该所研究生作《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的学术报告，提出著名的我国元史研究五阶段论
。1944年8月应中央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同年，中央大学组建边政系，课程的设置以边疆民族文
史研究及民族社会调查并重，先生受聘兼任系内课程，1945年秋，任边政系主任，直至1949年停办
。1946年夏，接受傅斯年的聘请，任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
1949年4月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8月院系调整，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至1982年改任历史系名誉主任直至逝世。解放以后，先生学术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行政职务和教
务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他挤出时间坚持进行研究。除主持历史系的教学、研究工作外，还先后开设了
许多课程，如中国通史、元史、中国历史文选、西藏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西北民族史等。1955年
夏开始招收元史专业研究生 ,1956年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文革后分别于1978年、1981年首批招收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先生以极大的精力参加了许多国内国际的重要学术活动，为学术进步及国际
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11月，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蒙古国参加蒙中苏三国历史学
家合编蒙古史会议。次年，再次赴莫斯科参加蒙中苏三国学者的三卷本蒙古史总编辑会议 ,并在会上
作《关于匈奴历史发展的特征与性质》的报告。1980年12月，先生以78岁高龄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中亚文明史》国 际编委会会议，当选为副主席。1958年，主持编写出了《元史纲要》。此书
于1986年以《元朝史》为书名出版，这本断代史专著，是建国以来在我国元史学界与点校本《元史》
并列的两项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先后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
成果一等奖。
本书收录《韩儒林传》及韩儒林生平的代表作：《成吉思汗十三翼考》》、《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
的译名》、《吐蕃之王族及宦族》、《论成吉思汗》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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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怎么没人提祖师爷当年参加复兴社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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