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史 学 界 的 一 次 盛 会

一庆贺王踵翰先生八十寿辰

李 方 准

年 月 日的北京
,

秋高气爽
,

阳光明艳
。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
、

民族史研究所在

该院 中主楼第一会议室为我国著名的清史
、

满学和 民族专家王踵翰教授八十寿辰举行隆重热

烈的庆祝大会
。

王踵翰先生以其治学严谨
、

精于考证
、

熟悉文献
、

著述宏丰而驰名海内外
。

新中国成立后
,

他开始接受并运用马 克思主义历史观研治史学
,

成为清史领域中继承上一代史学名家邓之

诚
、

洪业
、

顾颇刚
、

张尔田辈之后的第二代学术代表人
。

早在 年秋季
,

学术界同人即有撰文

为王先生祝暇之议
,

后经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和 民族史研究所发起
,

邀约院内外专家组成编

委会
,

负责集资筹稿等事宜
,

在 中央民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

中共中央统战部
、

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沈阳故宫博物院
、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

院
、

民院科研处共同赞助
,

由辽宁大学出版社通 力合作
,

出版 了海内外学界同行友好及王先

生弟子学生们精心撰写的多达 万言的《庆祝王踵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
。

此书 由著名

史学家蔡美彪任主编
,

位专家学者担任编委会成员
。

全书汇集了大陆
、

台湾和 日
、

美
、

意
、

俄

等国学者的上乘佳作
,

其中包括美 国著名的蒙元史学家柯立夫的以傲来小考 》
,

日本著名满学

家神田信夫《关于 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来历》
、

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 》
、

河内 良弘《明

代东北亚的貂皮贸易 》
,

意大利学者乔瓦尼
·

斯达理《满洲帝国的乌托邦 》以及台湾的清史名

家陈捷先《清太宗时代的萨满教 》
、

庄吉发《清文全藏经与满文研究 》等文章
。

大陆学者名家尤

多
,

有李询所撰《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结构关系》
、

陈得芝《读伯希和译注八思巴字怀宁王海山

令旨》
、

韦庆远《有关锡伯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

邹逸麟《清代江南三大政与苏北城镇的盛衰变

迁》和王尧《摩诃葛刺崇拜在北京》等篇
。

论文集首列王锤翰先生 自  ! 年至 年间所撰著

作 目录一览表
,

书后附清史专家李鸿彬教授撰写的《文章成一家
,

桃李满天下 》一文
,

全面介

绍了王先生的生平简历和学术成就
。

论文集全书近六十篇佳作
,

内容充实
,

装帧精美
,

是祝贺

王先生寿辰的一份珍贵礼品

上午 时
,

庆祝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
,

四方来宾聚集一堂
。

王锤翰先生虽届毫龄
,

而精

神矍栋
,

容光焕发
,

至今仍骑车往返于宅院之间
。

参加庆祝活动的有王先生的新老领导
、

大中

学老同学
、

老同事和著名学者关山复
、

张养吾
、

黄颖
、

塔瓦库勒
、

周兴健
、

哈经雄
、

侯仁之
、

蔡美

彪
、

林耀华
、

马学 良
、

王戎笙
、

李华
、

秦国经
、

秦宝琦
、

杨敏如
、

刘赞平等
,

以及来自院内外和沈阳

等地的各界友朋共达 余人
。

今天又适值民院教授关东异个人书法开展之 日
,

关教授先后

陪参观书展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等有关领导和绘画大师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等人亦到

会庆贺王先生八十寿辰
。

整个庆祝活动由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张型著主持
,

首由历史系主任赵秉良代表全系师生向

王锤翰先生致祝寿辞
,

高度赞扬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道德风范
。

次由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哈经

雄教授代表全院各族师生向为民族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王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
。



他说
,

民院有很多老寿星
,

冰心老人年届 习 高龄
,

费孝通
、

林耀华
、

马学 良
、

陈振铎等先生亦

均已年逾八旬或将近九旬的大有人在
,

他们与王先生一同为民院的建设和发展拼搏奋斗 贡

献卓著 为中国的民族教育事业倾注全部的心血
。

他们走过的道路
,

反映了我国民族教育发

展振兴的历程
。

今天
,

祖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
、

加深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

我们举行此次庆祝活

动
,

不仅是对王先生个 人平生追求崇高理想和信念以及他的道德文章的肯定和表扬
,

而且更

体现出党的民族教育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

党中央十分重视教育
,

民族教育又是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和有机环节
,

我们今天举行王先生生 日的庆祝活动
,

可以认为是我院重视这项工

作的一种具体表现
。

他代表全院师生祝愿王先生健康长寿
,

继续为民院工作进行指导
,

为民

族教育的进一步探化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

哈院长意味深长地说
,

希望王先生百岁寿辰的庆

祝活动仍能在这里举行
,

在座的各位佳宾和亲朋好友届时也能再次相聚于此
。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秘书长关山复
、

国家民委教育司司长塔瓦库勒
、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司副

司长张崇根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
、

著名史学家蔡美彪
、

王戎笙等多人先后也在大会上发

言
,

他们从各自角度畅谈了与王先生的交往以及主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精神
,

盛赞王先生的学

术成果和品德
。

侯仁之先生夫妇将自己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赠送王先生
,

国家民委教育

司原司长黄颖老领导赠送王先生 属牛 巨牛挂毯一幅
,

中央民院
、

民族学系
、

历史系和大陆学

界同仁王戎笙
、

何龄修
、

李鸿彬
、

李澎田等亦均向王先生赠送贺礼及纪念品
。

日本友人神田信

夫
、

松村润
、

细谷 良夫
、

斯彼义信
、

山口昌男
、

石桥秀雄
、

松浦章
、

香坂昌纪
、

滨下武志
、

楠木贤道
、

池上二良
、

石桥崇雄
、

中见立夫
、

加藤直人等 余人发来贺电
,

并赠
“

松柏长青
、

福寿无疆
”

字

寿词一核 韩国任桂淳和台湾学者赖福顺等亦向王先生赠
“

清史泰斗
”

寿盘与贺卡
、

著作等表

示遥贺
。

王锤翰先生在会前会中
,

凡有来宾
,

均起立趋前
,

与客人握手致谢
,

最后又致答谢辞
。

他

对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新老领导
、

尝界同仁和新朋旧友均表示衷心感谢
,

对中央民院党政和

历史系领导
、

同事的鼎力支持亦表谢意
。

他谦逊地称自己对今夭给予的荣誉
,

愧不敢当 他

说
,

举办这样隆重的活动
,

不仅是对他个 人的关心和表扬
,

而且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年专家

学者的关怀爱护
,

也体现出了民族学院对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视
,

进而表明党和政府对民族教

育事业的关心和支
。

他希望清史
、

满学和 民族史的教学科研在 中央 民院更上一层楼
,

取得更

加丰硕的成果
,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优秀人才
。

他祝愿中央 民院在党的正确

方针政策指引下
,

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

为民族教育做出更大的贡献
,

取得更大成绩
。

王先生

的一席话
,

博得在场者热烈的掌声
。

当日下午
,

部分专家学者与历史系师生又专场举行学术研讨会
,

对王踵翰先生的治学活

动
、

为人品格以及清史
、

满族史和民族史中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王先生是湖南省东安县人
,

生于  年
。

早在湖南长沙雅礼中学就读期间
,

首创《雅礼周报 》
,

撰文最多
,

崭露头角

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

旋升入燕大研室院历史学部
,

曾担任《史学年报》主编三年
,

毕业后

留
」

校任教 他从大学一年级起就立志专攻清史和满族史
。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

两年

后重返燕大
,

代理主持过引得编纂处工作三
、

四年之久  ! 年院系调整
,

先生调任中央民族

学院研究部研究员
。

年秋
,

历史系成立
,

又转任教授  年以后
,

担任历史系副主任
。

现为博土研究生导师
、

院终身教授
、

研究生部名誉主任
。

此外
,

先生还兼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

所兼任研究员
、

中央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委员
、

院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

北京市高教局职称

评定历史组副组长
、

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
、

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和顾间等职
。

年
,

王



先生终于实现了 自己多年追求的崇高理想
,

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王先生自  年工作至今
,

已在高校执教 个年头 其学术生涯近 年
。

在此期间
,

他撰写的有关清史和满族史文章不下百余篇
,

其中主要部分 已收入《清史杂考》
、

《清史新考》

和《清史续考 》三 书 另外
,

他参加整理点校《清史稿》
,

独自校注《清史列传》
,

校订《清鉴易知

录》
,

并乘吞沈阳工作之暇
,

辑录《朝鲜李朝实录 中之女真史料选编 》一书
。

又参与《中国历史

地图集》东北地 区 和《地 图集释文汇编
·

东北卷 》的编撰
,

通纂《满族简史》
,

主编《满族史研

究集 》和《中国民族史 》等著作
。

王先生长期潜心 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

但从  年以后
,

学术界

不断地受到各神运动的冲击
,

文革中更是遭到浩动
,

学术研究处于不正常状态甚至停废
,

先

生的工作也一度被迫 中辍
。

然而先生执着于史学研究的决心未尝或改
,

坚守 自己的研究领域
,

自甘寂寞
,

默默耕耘
“

四人帮
”

垮台后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

一切工作开始走上正

轨
,

王先生也以花 甲之年满腔热情地投入教学研究工作
。

近 年中
,

他写就了大最论文和著

作
,

几乎每年都有多篇佳作问世
,

这是他多年积累修养而成的结果
。 ’

这一时期可以称得上是

王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

与此同时
,

先生数十年来亦精勤于教学领域
,

他为祖国各个民族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研

究生
,

有不少人从事教学
、

科研和其他工作
,

至今有些已成为教授
、

副教授或中坚骨干及学术

带头人
。

八十年代以后
,

王先生又连续招收博士研究生
, ‘

目前在学者便有 人
。

此外
,

’

近年来

还有不少的国外专家或研究清史
、

民族史的青年学者也不时前来造访求教
。

先生自 年以

来
,

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
、

宋元明清史
、

清史专题
、

满族史
、

东北民族史
、

清代制度
,

清代官制

以及史学方法等多门课题
,

对硕士
、

博士研究生的课程更是一手未排
。

王先生治学严谨
,

要求

学生严格
,

主张实事求是的学风
。

解放以后
,

他接受 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 方法
,

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审核
,

就清代文献典籍 以及有关的档

案
、

碑帖
、

文契等方面的研读
,

用功倍加努力
,

目前在清史学界恐 尚无出其右者
。

不仅如此
,

王

先生还融会贯通中西方史学传统为一
,

自成一家之 言
。

他要求学生们既要熟读中国经典文献
,

更要用心攻读外文和少数民族文字
。

他本人除英文外
,

就曾研习过拉丁文
、

日文
、

法文
、

德文
、

俄文
、

蒙古文和满文
,

因而有条件掌握中外学术研究合的最新成果
,

并结事自己的体会
,

连续

不停地写出多篇权威性著作
。

王先生为文
,

取材丰富
,

但立论审严
,

他的许多观点和见解 已被

学术界所公认或成为一时不易被否定之论
。

年代以后
,

先生又开始注重民族史和 民族关系

史的研究
,

将清史和满族史融会于其中
,

近年又综合民族学
、

语言学
、

民俗学和宗教文化等学

科方法
,

对清朝历史展开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的探索
,

从而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更为

广阔的俞景
。

王锤翰先生虚心好学
,

人品道德堪为青年学子的楷模
,

受到 国内外学术同人的好评和敬

重
。

近十年来
,

先后受邀到美国
、

法国
、

意大利
、

日本等国和香港
、

台湾等地区访问讲学
、

出席学

术会议
,

为中外文化交流积极工作
,

促进学术繁荣兴旺
。

除此之外
,

他对中央 民族学院和历史

系的教学科研规划
、

学科建设
、

师资队伍培养
,

教材和教学的改革以及博士硕士点的设置等各

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和长期不懈的努力
。

直到今天
,

他仍旧工作在教学
、

科研第一线
,

为培

养学术人才和 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辛勤地工作和奉献
。

我们衷心祝愿王踵翰先生健康长寿
,

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

整个庆祝和学术研讨活动历时一天
,

在新老学人欢聚一堂的融洽气氛中圆满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