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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数十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中华儿女为祖国与世界的科学创新、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不断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古代的中华曾有过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等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与创造，有力地推进了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发展。
进入15世纪以后、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受到了很多的侵害与打击，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中华科学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与阻滞，但中华学人在探求中华科学重新辉煌的艰难历程中仍然做出了许
多创造性的贡献。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两岸四地的广大学人始终坚持发展科学与教育，奋发图强，努力创新，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世纪的广大中华学人及其从他们当中成长出来的著名科学家们，不负民族使命，在长期的科学
生涯中不断坚定为民族贡献力量和智慧的理想与抱负。
他们有决心有恒心为加速提高中华科学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华民族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做出一番
事业。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严谨治学、刻苦钻研、发展教育。
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
他们的人生志向、科学思维、优秀品格与科学成就，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
是他们为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创造的宝贵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我们理当将这些宝贵财富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使之继续成为中华和平崛起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
推动力量。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正是根据这种科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编著出版的。
这套“书系”将选录中国两岸四地诸多的最高层次自然科学家、工程科学家、社会科学家。
被选录的每一位科学家都将由编委会和出版社为其编著出版侧重于科学生涯的传记性图书一种。
这些图书将以科学家生平为线索，着重叙述贯穿科学家一生的科学成就和矢志不渝追求科学的精神和
崇高品格，突出科学家的创新思维和科学成就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与影响。
因此，“书系”是一套面向大众，能够被图书馆珍藏，能够向各界读者展现一代著名科学家献身科学
、追求真理、为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贡献毕生风范的高品位读物。
这套“书系”将通过对一批最具代表性的工程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的人生经历、不懈追
求、科学成就、突出故事的介绍，生动展现他们为中华复兴、人类福祉而表现出来的勤奋拼搏、勇于
创新和赤诚奉献的精神与品格，以榜样的力量激励人们奋发进取，为中华科学和人类文明再创辉煌。
　　这套“书系”将整体性地展示中华民族在推进中国与世界的科学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方面
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聪明智慧、巨大能力和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及做出的重要贡献；将充分体现中华
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和平友善、精诚团结的优良传统；将很好地激励中
华民族为民族振兴、社会发展、民众福祉而大力发展各类科学、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决心与信心，进
一步发扬民族自尊自强和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奋发精神；将具有集锦科学成就、珍储科学史料
的规模性科学档案功能，定将存传百世，并为长远的多方面的用途提供一批具有代表性与系列性的精
要蓝本；同时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创新、推进科学发展方面发挥重要和深远
的影响。
　　先进科学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与主要标志。
在21世纪的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水平将被快速提升，同时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经济与人类社会的面貌
。
一心向上的中华学人理当站在时代的前列，传承民族创新精神，严谨治学，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并在这一大兴科学与教育的奋斗历程中，涌现出更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自
然科学家、工程科学家，与广大学人一道，为创造更高的科学成就，为中华的未来非凡与人类的文明
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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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们用科学的人生见证历史！
让历史和未来记住他们！
 本书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之一《陈垣》分册，全书详细介绍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历史
学家、史学大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垣先生的一生，书中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了
其的求学之路、自学成才、保护故宫文化遗产等人生经历。
    “20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选录了20世纪以来中国高层次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科
学家百余人，每人一传，以生平为线索，侧重反映科学家的科学生涯和奋斗历程，重点介绍科学家突
出的科研成就，充分表现科学家们矢志不渝追求科学的崇高精神和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
本书系是一套面向广大普通读者的通俗性读物，也是一套能够充分展现20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群体全
貌的工具书。
 本书为其系列之一的《陈垣》分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垣>>

作者简介

张荣芳，男，1940年生于广东廉江。
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6-2002年任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古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出版著作有《秦汉史论集》、《南越国史》，发表论文60余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垣>>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家世、家乡与童年  1.1 人杰地灵  1.2 启蒙教育、求学之路  1.3 开明的父亲第二章 热血青年  2.1 
不平坦的科举之途  2.2 民主革命报人，读书不忘爱国  2.3 志做济世良医，爱国不忘读书  2.4 医史研究结
硕果第三章 经世致用，著书立说  3.1 参与时政，当选议员  3.2 历时十年，研究《四库全书》  3.3 著《
元也里可温教考》一鸣惊人第四章 大师之路  4.1 自学成才的北京大学导师  4.2 著录敦煌，聚焦国学  4.3
清点故宫文物，保护文化遗产  4.4 轰动学术界的《二十史朔表》  4.5 “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
人华化考》第五章 辅仁大学校长——风雨二十七年  5.1 辅仁社与辅仁大学  5.2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  5.3 不悬日伪旗，不读奴化书  5.4 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抗战时期的“
宗教三书”  5.5 “学识记里碑”式的著作——《通鉴胡注表微》第六章 新中国诞生前后  6.1 拒不南下
，留守北平  6.2 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  6.3 活跃在各种政治活动中  6.4 “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
的国宝”第七章 科教兴国——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  7.1 毛泽东任命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7.2 发展新中
国史学事业的老兵  7.3 “青年们，欢迎你们来参加人民教师的队伍”  7.4 “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  7.5 
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晚年的学术研究  7.6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第八章 交友之道，在得切磋
之益——陈垣学术交往举隅  8.1 惺惺惜惺惺——与英华的交往  8.2 忘年之交——与马相伯的交往  8.3 “
史学二陈”——与陈寅恪的交往  8.4 直谅多闻的诤友——与胡适的交往  8.5 志同道合——与尹炎武的
交往  8.6 学术世交——与汪宗衍的交往第九章 “信有师生同父子”——陈垣师生情谊拾趣  9.1 薪尽火
传——柴德赓  9.2 助手兼秘书——刘乃和  9.3 “南书房行走”——周祖谟  9.4 同乡兼学生——容肇祖 
9.5 “信有师生同父子”——启功  9.6 私淑弟子——方豪第十章 轶事  10.1 自己发给自己的毕业文凭 
10.2 瓷制骷髅模型  10.3 唯一的一次迟到  10.4 谭白菜、红木家具和竭泽而渔  10.5 中关村的起名者  10.6 
锔过的碗更经久第十一章 千秋功业后人评说  11.1 学术地位与影响  11.2 学术遗著的整理与研究附录  F.1
陈垣生平活动年表  F.2 陈垣科学论著目录  F.3 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垣>>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家世、家乡与童年　　1.1 人杰地灵　　史学大师陈恒，1880年（清光绪六年）11月12日，
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石头乡。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一般都有修家谱的传统，用它来维系宗族的团结、确定家庭财产的继承权。
中国人在修家谱时，总要把有名的人物拉来作为自己的祖先，光宗耀祖，陈氏祖谱也不例外。
　　根据陈氏家谱的记载，新会陈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帝王虞舜。
舜的第二十八代孙名胡公满，当时已是周朝，受周武王封为陈国国王，因而以“陈”为姓。
胡公满的第三十八代孙陈寔是东汉时一个很有气节的官员。
陈寔第五代孙名陈登，三国曹操时为伏波将军。
陈登的第22代孙名陈洪，在北宋初年为官。
先在金陵，后迁到福建。
陈洪的第五代孙名陈寅，又迁到广东北部的南雄保昌县珠玑巷。
陈寅的第四代孙名陈宣，有七兄弟，当时已是南宋未年。
保昌县有一名姓黄的珠宝商人，勾引皇妃苏氏潜先逃，宋朝发兵要消灭保昌县的百姓，陈宣兄弟又从
南雄迁至珠江三角洲的顺德、新会一带。
陈宣的次子名陈仲义，定居于新会县石头乡，他就是陈垣的直系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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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不能作无本之学，无根之木易到，无源之水易涸。
吾人论学求真非求胜也。
　　——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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