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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详细考察了西南联大人文学科的研究机
构、学术刊物和重要学者的代表性论著，围绕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
的学术思想和“战国策”派集中展开了论述，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学术地位与启示进行了系统揭
示，全面阐述了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整体风貌和历史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重镇，西南联合大学不仅荟萃了当时国内最有名的一大批专家学者，而
且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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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绍军，1977年1月生于云南禄劝。
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云南省中青年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及相关研究，出版专著《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外来影响》（2007年），
在《光明日报》、《学术研究》、《学术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或CSSCI期刊发表论文42篇。
《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外来影响》获云南省第十二次（200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
作二等奖；《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获云南省第十四次（201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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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
第一章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概况
第一节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者的群体特征
第二节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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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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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刊物
第三章 西南联大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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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南联大哲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就
第三节 西南联大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贡献
第四节 西南联大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第四章 西南联大历史学研究
第一节 西南联大历史学研究机构和代表性学者
第二节 西南联大历史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就
第三节 西南联大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贡献
第四节 西南联大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第五章 “战国策”派学术思想研究
第一节 “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
第二节 “战国策”派的学术思想和成就
第三节 “战国策”派学术思想的实质和学术史意义
第六章 西南联大文学研究
第一节 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机构和代表性学者
第二节 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就
第三节 西南联大文学研究者的主要成果和贡献
第四节 西南联大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第七章 西南联大语言学研究
第一节 西南联大语言学研究机构和代表性学者
第二节 西南联大语言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就
第三节 西南联大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贡献
第四节 西南联大语言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第八章 西南联大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第一节 西南联大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机构和代表性学者
第二节 西南联大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就
第三节 西南联大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主要成果和贡献
第四节 西南联大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第九章 西南联大学术传统、学术地位及其启示
第一节 西南联大学术传统
第二节 西南联大学术研究的地位
第三节 西南联大学术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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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
历史学系
哲学心理学系
社会学系
师范学院国文学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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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抗战时期，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内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教大转移。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六七十所高等院校迁到西南大后方，涉及北大、清华、南开、中央、中山、复
旦、武大、华中等高校。
这些内迁高校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培养
了大批人才，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云南，由于西南联大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使得高校与研究机构同时并存，相互影响，西南联大
和云南的历史学研究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和新的发展态势。
　　第一节西南联大历史学研究机构和代表性学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
争，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聚集地华北、华中和沿海地区很快陷于敌手，为了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
精华，在国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一些国立、省立和私立的大专院校纷纷内迁。
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1939年统计，战前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因战争爆发而迁至后方者共25所，
迁入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的52所，停办的17所，其余14所或是原设于后方，或是原设于上海租界，或
是各国教会所办大学能在沦陷区内勉强维持。
①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等院校有10余所①。
193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组织下搬迁至昆明北郊的龙泉镇，次年全面恢复工
作。
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到来，加上战前就存在的国立云南大学，逐渐使昆明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
要基地。
当时西南联大主要的史学研究机构和代表性学者见表4-1。
　　在偏居西南一隅的昆明，西南联大学者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现状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
盛与发展，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以学者的忧患意识来表达对国家民族
命运的深刻关注，通过撰写著述，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思想篇章，这些著述并非只是西南联大学者在书
斋里的经学玄论，而是能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其中不少思想在今天依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深
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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