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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

内容概要

现代学者李源澄（1909-1958），先后受业于蒙文通、廖平、章太炎等大家，通经史，著有《诸子概论
》、《学术论著初稿》、《经学通论》、《秦汉史》等，学术颇受时人推崇。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先后
在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身心受创而病逝。李源澄是一
位尚未受到当今学术界应有重视的蜀学大师，相关研究著作与文章寥寥。本书作者多年致力于李源澄
研究，多方搜寻有关资料，根据有限的资料及李先生友朋日记等，编此年谱长编，为读者勾勒出这位
几近为人遗忘的学者生平及其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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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

作者简介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院长。男
，1969年7月出生，四川乐山市人。199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
；1994、1999年于中山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其间，从1994年7月起执教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从2001年7月起执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1年底通过晋升教授的评审，2002年9月到四
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2004年11月出站。2004年被列为四川省级学科带头人后备人选
，现为教授、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导师，兼任四川大学西
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省民族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历史学
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近现代藏区及其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近现代学术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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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

书籍目录

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代序）
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1909-1958）
早年篇（1909-1936）
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先生出生
公元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一岁
公元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二岁
公元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五岁
公元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八岁
公元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九岁
公元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十岁
公元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十二岁
公元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十三岁
公元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十四岁
公元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十五岁
公元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十六岁
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十八岁
公元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十九岁
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二十岁
公元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二十一岁
公元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二十三岁
公元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二十四岁
公元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二十五岁
公元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二十六岁
公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二十七岁
中年篇（1936-1949）
公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二十七岁
公元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二十八岁
公元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二十九岁
公元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三十岁
公元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三十一岁
公元1941年（民国三十年，辛巳）三十二岁
公元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三十三岁
公元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三十四岁
公元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甲申）三十五岁
公元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三十六岁
公元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三十七岁
公元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三十八岁
公元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三十九岁
公元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四十岁
后期篇（1950-1958）
公元1950年（庚寅）四十一岁
公元1951年（辛卯）四十二岁
公元1952年（壬辰）四十三岁
公元1953年（癸巳）四十四岁
公元1954年（甲午）四十五岁
公元1955年（乙未）四十六岁
公元1956年（丙申）四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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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

公元1957年（丁酉）四十八岁
公元1958年（戊戌）四十九岁
篇后余编
公元1959年
公元1960年
公元1961年
公元1962年
公元1963年
公元1964年
公元1973年
公元1980年
公元1987年
公元1991年
公元1994年
公元2004年
公元2006年
公元2007年
公元2008年
公元201O年
附录一 李源澄著述目录
附录二 李源澄《学习实践论后对历史学的体会》
附录三 李源澄《秦汉史》钱穆序
附录四 《吴宓日记续编》所载李源澄遗物处理简况
附录五 李源澄家族亲属树状图
李源澄家族主要人物简历
附录六 李守之访谈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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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

精彩短评

1、作者赠书
2、这书很薄。其实我是书店里面翻了许久才决定买的。作者搜集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当然引用吴
宓日记续编的地方不少。但是原始资料搜集的也很多。这不仅仅是一位学者的年谱 - 不仅仅有作为学
术性的一面。借此可以了解许多过去的事情，包括几个时代的作为背景故事。其中，李先生故去前后
的经历，读来令人动容。李先生学问不错的。可以在网上买他的小书来读-很小很薄，但却是很精的书
！经、子方面的。
3、喜欢这套，选择性收集了。
4、这个编者按语 让你不知道是谁。
5、作者不足以知李源澄之胸臆
6、写得畅达明晰，但是由于关于谱主的材料先天不足，所以还是显得过于单薄。第134—135页有这么
一段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后，先生只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文、一篇文章，工作之余，曾将自己
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编为《魏晋南北朝史》一书，而且清缮完毕，后不知所终；先生未刊之
遗稿，亦皆散失。”
7、材料单薄，人物可怜
8、还没看呢，古籍还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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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

精彩书评

1、余夙好闻民国人物之行迹，知有此书，久欲一睹，今地窥焉。初读泛览，杂志二三事如下。此书
有体例失当者。其一、此书每取前两字定格，下行皆空两格，或颇无益。盖月份可如此，常文不必如
此。今各举一例如下：页四：本年，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教育家、唯识宗代表人物欧阳渐
，□□与古文经学大师、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近代诗人陈三立等人，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筹建“支
那内学院”。愚案：此条“本年”提前，以期时间显目，良是也。页三：先生幼而聪颖，深得祖父喜
爱，跟随秀才祖父学习，教以识字念书，常能过目□□不忘；秀才祖父的国学素养，对于先生的成长
，起了良好的作用。愚案：先生二字提前，则甚无谓也。且复晦前例时间显目之长。又：未解“秀才
祖父”是何称谓。其二、谱后断限甚无据。夫新会任公，谓年谱当有谱后，其说不无理据。然谱后之
滥，则必至于断限不能得其极。则谱后之作，当有所据焉。佳者则如卞僧慧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以《陈谱》止于陈寅恪先生夫妇骨灰归土庐山，宜焉。然此谱既作谱后，未知何由断至
公元二零零八岁矣。断限既无据，则流弊必及于裁取之失宜焉。今亦唯举正反二例以说明之。页一三
八：7月28日，“下午，重读李源澄遗著《秦汉史》，以政治眼光读史，持论明通，极佩”（《吴宓日
记续编》第5册，第385页）。愚案：此条乃吴宓于李著《秦汉史》之评价，当附载之于民三十五年秦
汉史条后，则首尾具完，今记于此，惟充字数尔。类此者并有公元1962年8月18日条、公元1964年引《
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条、公元1973年5月19日条。页一三七：1月1日，新年元旦，先生长女李知勉前
往吴宓先生宿舍拜年（《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第3页）。愚案：今作李源澄年谱耶？作李源澄亲友
年谱耶？此条固非无关，然岂合于此谱之旨哉？谱后之内，多有此类文字，可谓繁矣。此书有臧否不
当者。著者王川于代序谓谱主“未能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为其局限
所在。余固不知今之学者尚有浅陋如斯也。且幸此书无须彼多加议论。此书亦有今所谓“硬伤”、友
人所谓“胡说”者。亦拈一例以言之：页十四：唐文治治汉学，重训诂；章太炎治宋学，重义理。愚
案：余惟知太炎夙为古文经学，汉学也。未尝一闻彼转尊宋学。今得聆高论焉。后记：王川者，书后
自署曰“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则非治文史者可知。故体例之失，亦可谅矣。(转
发至国学数典)
2、李源澄是民国学者，意见文章以前没有看见过，可能有，但是比较少，此书是第一本写四川李源
澄的年谱，少有己见，发掘了一些不太多人关注的材料，有价值。此外，作者想用春秋笔法，借用吴
宓的话。可惜缺乏西师的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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