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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新视野》

内容概要

《国学新视野(总第7期)》主要内容包括：大家访谈；古学今用；国家新发现；专题；国学新知；荟萃
；汉字随笔；国学网络；中间彩页；吴羊璧：我们写着象形字（文见艺苑）；王敏：汉字圈下的认知
与选择——一个学者的日本生活考察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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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新视野》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卷首语编者的话大家访谈国学名家杨汉群：现代儒学任重而道远——专访杜维明教授汉学名
家陈文芬：中国城市文化哲学不应'水泥化J-专访挪威汉学家何莫邪教授古学今用霍韬晦：　“国学”
之用陈佳荣：把国学请出“经阁”并致用于现代社会国学新发现乐贵明：　《子曰》述者跋语李海东
：发微探古拭残碑——论《平淮西碑》沉潜国学郑烽明、陈玉莹：论《慧风词话》的文献整理——词
学文献学新视野（下）人物档案戴学稷、徐如：邵循正生平事业述略专题黄杰华：　“饶学系列”之
四（上）：饶宗颐教授的敦煌文学研究（上）国学新知王敏：汉字圈下的认知与选择——一个学者的
日本生活考察报告沈善增：“圣” “贤”辨析荟萃释觉真：聆听历史人文心声的好机会——沈善增先
生《崇德说》推荐序苏烽：古墨缘——和张充和一起欣赏她珍藏的古墨汉字随笔容若：标点古书要熟
知文史艺苑谢春彦：金农《梅花图》吴羊碧：我们写着象形字刘释之：重新认识刘国玉及其焦墨山水
在当代中国山水昼坛中的独特意义国学网络国学信息中间彩页吴羊壁：我们写着象形字（文见艺苑）
“翰墨苑”专栏谢春彦：金农书画鉴赏（文见艺苑）“新山海经”专栏谢春彦：王戎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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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新视野》

章节摘录

　　抗战胜利，在大英文化委员会的邀请下，1945年9月，他与孙毓棠、洪谦、沈有鼎诸教授联袂赴英
讲学，任牛津大学访问教授，继续钻研蒙古史，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鲁文大学作短期讲学，介
绍中国学术文化。1946年冬回国，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在历史系与吴啥、刘崇表等教授一起，分别讲
授中外历史课程，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学任务。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很受学生们欢迎。　　1948年
冬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派要员到北平，劝说i许多著名教授、专家南撤和到台湾，劝说邵循正与
他们一起走，遭到邵的拒绝。美国某大学这时也乘机邀他去任教，他也毫不动心，表现了中华民族的
凛然骨气。他虽然一向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活跃人物，与中国共产党也并无接触，但却是一个热爱祖国
、富有正义感的学者。凭着自己半生的经历，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看准了他们对中国前
途不会有任何改革和振兴的作为；他更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苦难的祖国逃到太平洋彼岸去寻找桃花源
，仰洋人之鼻息。因此他决定留下来，把自己的学问、知识贡献给祖国人民，为祖国培养年轻一代的
历史工作者而竭心尽智。　　新中国成立后，邵循正继续在清华园内任教，并于1950年出任清华大学
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从此，他在北大历
史系一直工作了二十余个春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除在北大任教外，邵循正还同时受聘为中
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于1952年至1958年兼任近代史研究所帝国主义侵华史、政治史两个组
的组长，担任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的编辑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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