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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

内容概要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推出，所选作品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收
录的是当代著名学者关于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论文、随笔、专著节选等，此次出版的十种包括田余庆、
戴逸、袁行霈、王尧、徐季子、乐黛云、罗宗强、李学勤、傅璇琮、王水照诸位名家的著作。这些享
誉海内外的学者呕心沥血的求索，潜心研究的成果，处处展现了当代“大家”的风范，无不是当代学
术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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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

作者简介

田余庆，1924年出生，湖南湘阴县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历史系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多届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
员等兼职。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研究尤为突出。合编了《中
国史纲要》（国家教委高校教材特等奖），撰有《东晋门阀政治》（国家图书奖）、《秦汉魏晋史探
微》、《拓跋史探》（北京市社科著作特等奖）等著作和其他论文。文章有若干篇分别被一些大学历
史系列入中国历史论文选读课程教本。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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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论轮台诏
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
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
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
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
释“王与马共天下”
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北府兵始末
论东晋门阀政治
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拓本题记二则——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
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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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生的江左政权当做
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何况当时北方刘、石势盛
，咄咄逼人，欲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刘、石忙于对付北方各种反对势力，也忙于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
尽的权力之争，事实上也还无暇顾及江左，一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又持续的军事压力。这种情
况，又使江左政权得以和辑内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于与刘、石通使，甚至敢于焚石勒之币以示决
心。这就是前引钱大昕语的历史背景。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
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民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之共抗不共
戴天的刘、石。洛阳陷落后，司马睿即有讨刘、石之檄。《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嘉六年“
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按：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按：当作刘聪），大会平阳”。此事《晋书》及
《魏书·序记》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
，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
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
同行动，虽符合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不过从
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权与北方政权的
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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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

编辑推荐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集每位学者一生之精粹，彰显人文
社科研究之卓越成就所选名家终身治学，标举时代，醇厚学养，大家风范所选著作兼具学术性与文学
性，轻松不失深刻，厚重全无晦涩。本丛书呈现了20世纪以来当代名家的，学术成就，带您领悟当代
大师们的精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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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看，传统的考据也写得很精彩，非专业人士也看起来津津有味
2、最烦这种垃圾出版社也来凑热闹出学术书，有好的版权也罢了，还要自己编一本，弄得乱七八糟
。“王与马共天下”、论郗鉴、桓温的先世三篇本来是《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前三章，是系统化论述
门阀政治始末的专著，并非单篇论文，这样截取搞得不伦不类。大家看下中华书局出版的《秦汉魏晋
史探微》，就避免了和《门阀》重复，这本书的内容《探微》里基本都有，大家只需要买北大的《东
晋门阀政治》和中华那本就足够了。像万卷这种出版社专心出垃圾畅销书就好了，怕就怕自己编学术
集子，专门的出版社会尽量避免内容重复，一方面尊重作者，更是尊重读者，点校编辑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北大这几年也在不断砸自己的牌子，吃些老本，编辑做得很不认真，《门阀》那本竟然在扉页
里就把门阀士族写成“土族”，这种学术出版态度永远都别想赶上世界一流大学。
3、字印的太大了。。。
4、好书，学习
5、字大，方便看。
6、合集
7、大家之言，学术亦写的文采斐然
8、开悟有识。名不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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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的笔记-自序

              八十之后，沉潜的研究是全无力气了。勾勒自己的学术人生，觉得在学术上能发挥一点光和热
，主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为时已经不早了。1991年我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说:十余年来每有
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
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注:这是指杨绛先生为《围城》出版事问钱钟书
先生的话，当时为避攀附之嫌而未举名字），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
件写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
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 
      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
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我用旧日写的这段话来结束新的自序。我想
强调一下其中的关键词，首先当然是“宁恨毋悔”。此外，“晚学之憾”和“自知之明”也要强调，
“晚学”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学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
这是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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