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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
!

"""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2元史讲义3为中心

徐
!

红

摘
!

要&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2元史讲义3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

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

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

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

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

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关键词&方壮猷-元史讲义-治史方法-学术视野

方壮猷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研究领域涉及古代北方民族史%宋辽金元史%经济

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方面(近
)#

余年来!方氏的研究已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一些成

果被重新整理出版!

!但其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以武汉

大学图书馆所藏
"#

世纪
)#

年代方壮猷所编2元史讲义3为中心!向读者表明!方壮猷先生

在元史研究领域的研究因涉及关键学术问题!比其他领域的贡献显得更加重要(

一%方壮猷2元史讲义3的特点

方壮猷曾于
!*)'

年至
!*%#

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席!主讲宋辽金元史%史学概论%

中国史学史等课程!2元史讲义3+以下简称2讲义3,系他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元史的讲

录(该讲义现藏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目前在各类目录及检索系统中均未见此2讲义3

的条目!亦未有介绍的文字面世(仔细阅读2讲义3可知!它是重新认识方氏的治史方法及

学术视野!了解其在元史研究领域重要成就的难得资料(

2讲义3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照录姚从吾所译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柯劳斯2蒙

古史发凡3一文#

(第二部分是蒙古人所建察合台汗国%奇卜察克汗国+即钦察汗国,%伊

儿汗国+即伊利汗国,世系表!以及柯劭?2新元史3载各汗国统治者及诸王列传!2新元史3

和屠寄2蒙兀儿史记3之帖木儿列传(第三部分是一些蒙元史研究资料及参考书的相关内

容摘录!涉及日文参考书目%洪钧2元史译文证补3%2蒙兀儿史记3%2新元史3%2元史3%邵远

平2元史类编3%霍渥特+今译作霍渥士,2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3等(从选编内容看!方氏认

同柯劳斯的观点及姚从吾对柯文的补注!但由于柯文提及中文材料太少!故方氏又将中文

相关材料选编于后!以使2讲义3在元史研究材料的介绍方面更趋完善(

!

#

如方壮猷先生在武大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讲义2中国史学概要3被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由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参见方壮猷2中国史学概要3!武汉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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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日之标准!历史教材的写作模式应是以呈现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心!提供给学生关于某断

代历史或某一个专题的基本史实描述%历史解释及价值评判!它大致以时间线索为序!易于使读者理解

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和演进!这就要求作为教材使用的文本应是尽可能完整%全面的(但是2讲义3并不如

此!其重点并非是叙述元朝从建立到发展%繁荣!再到衰落%灭亡的动态历史进程!而是方氏以个人的学

识!通过对本土及域外材料的了解和会通!对蒙元历史事实做出独特的观察和解释!进而有选择性地将

最能反映蒙元史研究最新成就及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材料选编在一起!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富启发性和指

导性的文本(所以2讲义3的编纂!既是满足教学的需要!使学生对材料及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成就有一

定的了解!也是方氏基于自身研究旨趣和学术积累的思考(为此!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罗列世界蒙元史

研究的各种主要材料!包括中文%日文%西文等多种语言的资料!另一方面!他之所以选择2蒙古史发凡3

作为2讲义3的主要内容之一!亦是由于此文关注的四个议题!即)蒙古人之种族*%)蒙古人之近讨远征与

国家组织*%)蒙古时代东西间的交通*以及蒙古人与宗教的关系!皆为当时中外学人所热切关注者(

"#

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对于蒙古人与宗教的关系重视不够!较有份量的仅陈垣2元也里可温教

考3

!一文!作者广泛征引2元史3%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汉文资料!论述了也里可温的词源%也里可温

教士的东来%也里可温教的影响等问题!其引用材料丰富!见解精辟!迄今为止仍为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

果(显然!方壮猷对国内学术界在此方面的薄弱状况有较为清晰的了解!为此在2讲义3中选编了较多相

关内容!如通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出使蒙古的行动!论述蒙古人对宗教的态度(从
!)

至
!(

世纪!陆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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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译作柏郎嘉宾,%鲁布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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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IN1[NIJ3ONQS/IN

!亦译作孟高维纳,%马立哥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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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译作马黎诺

里,%鄂多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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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译作和德理,等传教士受教皇或法王的派遣!不畏艰险东

来!扮演着传教兼外交使节的角色(他们企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蒙古统治者对他们待之以礼!甚

至还馈赠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所到之处皆为蒙古人领地!且有机会接触拔都%蒙哥%忽必烈等蒙古统治

者!因之对蒙古的政治%组织%习俗%宗教等有直接的观察!他们留下的行记%书信%蒙古史等记载!是研究

蒙元史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伊斯兰教亦随着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营商逐利的足迹!扩大了其在蒙元境内

的影响!伊斯兰教学者也留下了诸多关于蒙元的史书%行记%书信集等资料(但遗憾的是!直至今天!这

些宗教人士的活动%影响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

文字记录除可弥补中国元朝史料的不足外!他们以局外人角度观察的蒙元!与中国自己的记录是不一样

的!可能与我们所了解的史实相比!有一些偏差!这又恰可以提醒我们!这些资料亦可作为观察域外人眼

中的蒙古和中国的重要资料(方氏当时选编2讲义3时虽未有如此意识!他只是凭依其史识及对域外材

料的重视作出的选择!但他深厚的学养和对历史问题的敏锐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二%方壮猷2元史讲义3所涉及的重要学术问题

关于蒙古人的种族!即蒙古族源问题!是蒙元史研究无法绕过去的关键问题!自
!)

世纪起就有欧亚

学者开始进行研究(大致说来!学界主要有六种有价值的观点!即东胡说%突厥说%匈奴说%吐蕃说%蒙汉

同源说以及东胡%突厥%吐蕃混合说等#

(

"#

世纪初期域外学者及大多数国内学者均普遍认可突厥说或

匈奴说$

!直至
"#

世纪
&#

年代!这两种观点仍居于学术界的主流地位(方壮猷则发文赞同东胡说(东

胡说最早由屠寄2蒙兀儿史记3提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

%但未及展开论证(

!*"&

年!王国维作2萌古考3!以新旧2唐书3及2蒙古秘史3为依据!认为蒙兀室韦最早的居地在额尔古纳

/

"*

/

!

#

$

%

!*!&

年陈垣发表2元也里可温考3!后经多次修改增订!于
!*)(

年改为2元也里可温教考3!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2陈垣史学论

著选3将其选入(

相关内容见樊保良&2蒙古族源诸说述评3!载2内蒙古社会科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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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汤晓芳&2蒙古族族源研究的回顾及

其新进展3!载2蒙古学资料与情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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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源自突厥说最早于
!(

世纪由拉施特编撰而成的2史集3首先提出!我国柯劭?%岑仲勉%冯家升等学者主此说(俄国著名蒙古

史学家%东方学奠基人雅琴夫/俾丘林在搜集汉籍史料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2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辑3!认为蒙古人源自匈奴!

中国学者黄文弼%谢再善%佟柱臣等赞同匈奴说(

屠寄&2蒙兀儿史记3!中国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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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下游!

!不过并未论及蒙兀室韦之前蒙古的族源问题(方壮猷于
!*)"

年发表2鞑靼起源考3一文!广

泛征引各类文献!系统论证了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

(文中言!鞑靼之较狭义是蒙古民族之别称!)鞑靼

之名!其为突厥民族对其近邻蒙古民族所用之称呼也*!)达靼民族为柔然之苗裔!77柔然为突厥所灭!

遗民东附室韦*!)室韦为鲜卑之遗类!自后魏始闻于中国!本名失韦!原不过兴安岭东嫩江流域为限之一

小国(77至隋代而失韦国之范围乃骤然扩大及于兴安岭西之额尔古讷河流域!及俱伦泊南北等

地*

$

!由此构成鲜卑+属东胡族系,"""室韦+柔然附入,"""鞑靼+即蒙古,的蒙古族起源路径(遗憾的

是!由于蒙古族源问题的复杂性和资料的限制!方氏的这一论断未能引起当时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至

最近
"#

余年以来!随着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材料的逐渐发现和运用!中国学术界再重新讨论

蒙古族源问题时!才认识到方氏对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目前蒙古源于东胡这一观点已为绝大多

数中外学者普遍认同(此前!方壮猷还于
!*)#

年作2匈奴语言考3!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论证了匈奴与

后世蒙古之关系!认为)就比较语言学上以推测匈奴民族之种属问题!与其认此民族为土耳其种之祖先!

实不若认此民族为今蒙古种之远祖之为近真!故白鸟库吉氏遂据此推定匈奴民族之种属!当以蒙古种为

骨干!而渗和通古斯种之成分者也*

%

!从人种学上说明匈奴属蒙古人种!为
"#

世纪
$#

年代以后研究蒙

古民族共同体的组成成分提供了依据(

方氏另一个独具创见的观点亦与蒙古族源问题密切相关(在2鞑靼起源考3中!方氏广征博引!以两

个实例证明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一是)所谓阴山室韦!亦明即2亡辽录3等之所谓阴山达靼*!一是2辽

史3所记黑车子室韦!即唐代史料中的黑车子达靼&

(关于古代北方民族的称谓!由于音译差异及草原

民族频繁迁徙等诸多原因!同一民族甚至同一部族的名称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往往不同!后世的学者对

此颇感棘手(方氏的这一观点厘清了古代相关文献中对于达靼和室韦记载的纷繁复杂!解决了室韦"

达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学术界对于蒙古南下西进的征服战争!往往与成吉思汗的研究和评价结合在一起进行!很多著名学

者如余元?%韩儒林%周良霄%杨志玖%邱树森%杨讷%余大钧等)

!皆在评价成吉思汗时论及蒙古的征服

战争(他们普遍认为!西征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但却极大地破坏了被征服地区的经

济和文化!给当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于中国而言!则肯定其积极意义较多!如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经

济继续发展!出现多元的文化等等(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杨讷即认为!对成吉思汗及其征服战争的

评价采用了双重标准!西征否定的多!灭西夏%金朝%南宋则肯定居多(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历史学者必须

身临其境理解历史事件!不能只是站在各个被征服国家的立场讨论问题!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同一人

物%同一事件的评价自然不同(因此!还应该考虑到蒙古人的立场!以征服者的角度看!无论向西%向南!

都是屠戮人口%劫掠财物!几乎没有分别(重读方壮猷的2讲义3之后!才发现此种)不同的声音*并非今

日之独创!

$#

余年前!前辈学人就已意识到了此类问题(陈寅恪有)了解之同情*一语!其云&)凡著中国

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

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77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

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泛而言之!陈氏所谓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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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学者由于对方壮猷的相关研究理解有误!导致了对方氏的误读!认为其在蒙古族源问题上主匈奴说(参见樊保良&2蒙古

族源诸说述评3!袁飞&2蒙古部若干问题研究3!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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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韦"达怛研究是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室韦"达怛的活动时间约为北朝至辽金!其大部分部落后来成为蒙

古族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室韦"达怛史!对于探索蒙古族族源问题意义重大(相关评述见张久和&2室韦"达怛研究概况3!载

2蒙古学信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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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2成吉思汗传3!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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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韩儒林&2论成吉思汗3!载2历史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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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周良霄&2关

于成吉思汗3!载2历史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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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杨志玖&2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3!载2历史教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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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邱树森&2关于评价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3!载2光明日报/史学3

!*&*

年
*

月
!!

日-杨讷&2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

子孙3!华夏出版社
!**'

年-余大钧&2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年(

陈寅恪&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3!载2金明馆丛稿二编3!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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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之同情*即指站在古人的立场行事!以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作为直接受益于陈寅恪的弟子!方

氏将)了解之同情*移至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中!非常认同柯劳斯对蒙古人特质的分析!

(生存条件的恶

劣!人口%物资的匮乏!使蒙古人认为对其他民族的掠夺是一种正常的谋生手段!在他们的观念中!还未

及发展出类似基督教)博爱*的情感!亦不可能以儒学的礼义廉耻行事(杀掉于他们毫无用处的俘虏%焚

毁城池是天经地义之事!攻城掠地的目的只是抢夺财物%土地(此种景况在各大文明的早期皆曾存在!

对于文明发达时期的人们来说已成为过去时!而蒙古人却正当时(历史时段不同!价值观自然不一样!

我们不能用文明发达时段的价值观标准衡量仍处于生存竞争状况的蒙古人(

蒙古人对于东西间交通的积极作用!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就中国而言!蒙元以前!中亚%西亚%

欧洲各国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了解是极其模糊而不准确的!通常皆由于某个东方部族的强大而以

其名作为中国的称谓(如
&

至
!)

%

!(

世纪!域外曾称呼中国为)桃花石*+

,F4

M

F=

,!考其语源!尽管有诸

多争议!但自伯希和提出其为北魏鲜卑)拓跋*的译名一说后!大多数学者皆认同此一观点!认为拓跋族

建立的北魏给漠北及中亚一带的少数民族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当地人以
,F4

M

F=

作为中国北方政权

的代称!后逐渐演变为中国的称呼#

(辽的强盛使)契丹*+

+FJ>F

L

,一词声名远播!中国在波斯%阿拉伯%

欧洲%俄国的历史文献中被称为
+FJ>F

L

$

(实际上!无论哪一种称呼!皆不是中国本土王朝或汉族!显现

出西方对中国了解的贫乏(蒙古人的征服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2讲义3认为!蒙古人贯通东西的征伐!

使中亚%西亚%欧洲不少人来到中国!直接与中国接触!他们或经商逐利!或冒险觅地!或传教布道!以亲

身经历记有大量行记!由是西方对中国开始有了逐渐清晰的了解(

但是!与之前唐朝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动回应不同!蒙古人统治下的汉文化!面对交通发达%中西交流

繁盛的机缘!始终处于被动境况!与西人的源源东来探知未知东方世界相比!中国人是相形见绌了!)所

可称述者!只一二例外耳*

%

(生活于
"#

世纪前期的中国!在当时的思想%学术脉络下!很容易产生面向

世界%西学为用%振奋中学的想法(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学界精英如此!如方氏一辈后来者亦复

如是(他们属意于西北舆地及中西交通之学!考察生活于北地的少数民族的族源!乃至后来社会经济史

研究的崛起!林林总总!皆蕴涵着中国学人深刻的现实关怀(

三%方壮猷2元史讲义3所体现的治史方法

"#

世纪初期!面对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亦发生重大转变!中外史学开始直接接触!

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巨者当为发端于德国的兰克史学(尽管当时兰克史学在西方已备受抨击!但其)如实

直书*的核心理念却为中国学者广泛接受!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著

名学人在内的学界精英!他们的研究方法或多或少有着兰克史学的影子(这一现象与他们的学术渊源

密切相关(他们早期接受的治学方法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而考据学所包含的重视史料%严谨考证等

内涵!恰与兰克史学的科学精神不谋而合(所以!在中西学术碰撞之时!很自然地选择了重视史料及其

考证方法的兰克史学(

方壮猷因应时代!受到实证主义学风的濡染!以中国古代学术为研究旨趣-又曾师从梁启超%王国

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颇受他们的启发而正面受益!由此形成自身治史方法上的风格&以历史语言方法

与史料考证相结合!非常重视)使用新材料*(2匈奴语言考3是最能反映方氏治史方法的一篇论文(作

者认为!匈奴距今久远!所能依据的史料仅中国古代史籍中所存之一部分!非常有限!要解决匈奴之种属

问题!只能依赖于考古学的发展!)今考古学犹未大昌!欲从现有之史料以探讨此问题!则舍比较语言学

之方法外*!别无他法(为了论证问题!方氏使用了西文史料中对匈奴语言的记载!同时更是广泛参考中

国古代史籍!涉及到2史记3%2汉书3%2说文解字3等近
"#

种!还引用突厥阙特勒碑铭资料(文中用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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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

较的语言则有汉语%土耳其语%蒙古语%日语%通古斯语系部分语言%西方语系部分语言等将近
"#

种!

(

其方法之严格%考证之扎实%学术修养之广博精深尽显于文中(方氏在其他蒙元史研究论文中亦展现出

同样的治史特征!往往善于大量征引相关材料!通过比较%分析%联系等方法从材料中发现问题!提出独

到的精辟见解(

2讲义3三个部分的选编原则更是显露出方壮猷对材料的重视!特别是西文蒙古史的新材料(西学

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必然导致
"#

世纪初期学人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型的变化!就史学材料的处理

来说!)五四*以后!学人皆颇受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影响!即以批判的精神和疑古的态度!

依据历史的观念!系统整理%研究并重新估定一切材料的价值(这一方法既上承乾嘉!又闪现着西学的

影子(方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学术氛围中进行2讲义3的编纂的!因此其基本原则即是汇辑蒙元史研究

的各种材料(如果说2讲义3还不足以展示方氏的基本学术功底的话!那么其另一篇长文2南宋编年史家

二李年谱3

#即颇能进一步说明其在材料处理上的卓越功力(作历史人物年谱是非常费力费时的工作!

时人常常感叹这种)绣花针功夫*难做!因为需翻检大量相关材料!然后条分缕析!将历史人物一生的事

迹以时间为经予以串连!找寻其学术轨迹%交游网络%仕宦生涯及思想脉动!其中有考证!有校勘!有描

述!有评说(方氏的2二李年谱3就材料之详实%考辨之精审及体例之确当而言!透露出作者笃实的治史

追求(

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明显反映出其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国际化*自
"#

世纪
$#

年代以

来不断出现在学术界各个领域!且其内涵愈来愈丰富!亦愈来愈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主动性!即不仅仅是

一路向西!更有与西方学者在)共通的语言*平台上的平等学术对话(实际上!这种所谓)对话*在几十年

之前即已出现过(

"#

世纪初期中国史家已走出国门!直接接触西方史学(至
)#

年代!如胡适%傅斯年%

陈寅恪等新学人之翘楚!兼能掌握异域文字!了解西方史学的最新动态!又在骨子里透着一股深沉的历

史兴亡感和民族自尊感(他们采取中西会通的方式!使西方之史学方法%域外之中国研究与中国文史之

学达到贯通无阻的境界(方氏曾于
!*"*

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白鸟库吉教授研

习东方民族史!白鸟库吉是兰克再传弟子利斯+

aDe/3==

,的学生!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兰克式的史学训练!

其研究路径偏重于考证(受中日关系交恶的影响!方氏第二年即愤而回国(

!*)(

年赴欧!入法国巴黎

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东方学大师伯希和!继续东方民族史的学习和研究(这一段留学经历使方氏通晓

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及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对民族

语言及起源%西北史地%中西交通等皆有独到之见解(从方壮猷的求学%研究路径看!中国传统学术所倡

导之广而博是其基础!惟有如此!才能由博返专!进一步从事专深的学问!这)专深*又是西方学术影响的

产物(此种博与专的结合!恰也是一代学人共同之治学特点!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等人!皆有深厚而

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凭依所掌握的多种语言文字!利用各种材料!重构中国古代某一段或某一

部分历史(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

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

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方氏的研究路数无疑是)预流*于

世界蒙元史研究潮流的!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运用相同的专业语词%研究材料和研

究方法!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相似议题进行分析%研究%对话!从而发出中国学人自己的声音(

在
"#

世纪初期开始的国际化过程中!蒙元史研究自然首当其冲!若是仍旧只知汉文材料!只观蒙古

人在汉地的统治!已不足以完全了解这个对中国影响甚大的民族!甚至不能对元王朝的某些做法知其所

以然(于是!当时研究蒙元史的学者皆将其视野由中国及于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将元王朝看作

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的一部分(如此的国际视野!使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在
"#

世纪
"#

至
(#

年代能够与

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地位!各种文字的蒙元史材料!中国学者也能阅读原文!为己所用-国外学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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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源%宗教%蒙古史地等问题!中国学者亦萦绕于心!旁征博引进行分析(方壮猷的2室韦考3%2鞑靼起

源考3等蒙元史研究论文!开篇往往皆为评述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现状!尤其重点介绍国外汉学家

的研究成就!同时亦指出他们研究的不足和谬误(如关于鞑靼民族之来源问题!英国汉学家巴克依据

)鞑靼*一语为乌桓大人)?顿*之异译!认为鞑靼为乌桓之遗类(方氏对此颇不认同!指出)?顿为魏武

帝所灭!当西历一世纪时!而鞑靼之名之见于记载者则最早亦不过当西历六世纪之时!前后相距凡五六

百年之久*!且仅凭依此一孤证!而无其他材料佐证!)是知巴克氏之说未足为定论也*(日本箭内亘2鞑

靼考3虽曾驳斥宋代宋白%欧阳修所言鞑靼源于之说!但并未详论其民族来源!

(如此学术视野!显

现出方氏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了解和回应(

方氏以自身的学术视野编撰2讲义3!即是意欲呈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这种国际化状况&世界上著名

的东方学专家关于蒙元史的论著!2讲义3中基本皆有提及!且注明出处!便于查找-一些重要学者的观

点!2讲义3中亦有简短介绍!使学生充分掌握相关研究动态(这种对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域

外学者研究议题的回应!时至今日!仍是中国学人所应注意的问题(而在中国的声音愈来愈强大的今

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摆脱西方话语的主导!形成中国学术界自己的风格!并引领世界学术潮流(

在中国学术界经历了
'#

余年的跌宕起伏之后!如方氏一般前辈学人的治学方法%学术视野及现实

关怀!更显得弥足珍贵(尽管时光会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先贤们念兹在兹的民族存亡%西北舆地

问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蕴藏在他们身上孜孜问道%上下求索的精神!以及无论顺境

逆境始终持守理想的境界!却未曾远去!并值得后人琢磨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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