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至 日 史学大师

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

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在武

汉大学隆重召开 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

台湾地区 日本 韩国的 余位专家学

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于 月 日上午举行

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柳芳书记主持 武

汉大学李健书记致欢迎辞 谢红星副校

长介绍了唐先生的学术人生 华中师范

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 中华书局总经

理李岩先生 唐长孺先生家属代表唐刚

卯先生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李

凭教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

文教授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小南教

授 杨果教授代读 中国元史研究会会

长李治安教授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

刚教授亦分别致辞 武汉大学李晓红校

长出席了 月 日中午的欢迎午宴 并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本次会议共收到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

余篇 其中不少是利用新资料 发掘

新视角的上乘之作 月 日下午举行

了唐长孺先生学术纪念专场研讨 月

日至 日 与会学者采取大会报告与

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严谨而

热烈的学术研讨

唐长孺先生 年 月 日生于

江苏吴江 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

的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年

晋升为教授 此后 年一直执教于武汉

大学 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 中国

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科院历

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及学术委员会委

员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成员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 中

国唐史学会会长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副会长 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 湖北省

考古学会理事长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

国历史卷副主编等 并担任武汉市人民

政府委员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

社副主委等职 唐先生以其在魏晋南北

朝隋唐史 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

古籍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蜚

声于国际史坛 被海内外史学界公认为

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学术界

公认 唐先生是继陈寅恪先生之后 将中

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的史学巨匠 年 唐先生撰著

的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出版 在海内外

学术界引起重要反响 史学大师陈寅恪

先生曾致函称赏 谓 寅恪于时贤论史之

文多不敢苟同 独诵尊作 辄为心折

年 月 日唐先生去世后 北京

大学周一良 田余庆先生合撰的挽联称

论魏晋隋唐 义宁而后 我公当仁称祭

酒 想音容笑貌 珞珈在远 侪辈抆泪痛

伤神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东洋史

研究泰斗宫崎市定先生在唁电中说 他

的治学方法及其研究成果 是留给日中

两国史学界的一笔永恒的遗产 唐长孺

教授的名字与他的业绩将永远被载入二

十世纪的史册 他所撰著的 魏晋南北

朝史论丛 及 续编 唐书兵志笺正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山居存稿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等著作 早已

成为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典 唐

先生主持整理的 吐鲁番出土文书 受

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主持点校的 北

朝四史 亦被公认为 古籍整理的优秀

成果和范本 与此同时 他所坚持的实

证与理论并重 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互

证的研究风格 更是影响了几代学人 成

为 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最为宝

贵的学术财富之一 汇聚唐长孺先生一

生主要学术成就的八卷本 唐长孺文

集 目前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与此同时 唐长孺先生作为武汉大

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人 为武汉大

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在 余年的教学研究生

涯中 唐先生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开创

性的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 在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方面也成绩卓著 他创建并领

导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之

一 在海内外学术界拥有良好的学术声

誉 他培养的许多学生 已成为本领域的

知名学者

本次会议规模大 规格高 学术性

强 是一次高水准且盛况空前的国际学

术研讨会 新华社 湖北日报 长江日

报 海南日报 武汉晨报 长江商

报 楚天金报 等多家新闻媒体纷纷予

以报道 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

影响

通讯员 徐冶琼 魏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