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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

内容概要

雷海宗，字伯伦，一九○二年出生，河北永清县人。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
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
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病逝。雷海宗先生硕
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
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整理
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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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

书籍目录

序：声音如雷 学问似海 史学之宗
——纪念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
大唐二元帝国
——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片段
让雷海宗先生的重要史学遗产发扬光大
——记雷先生的《世界上古史教学大纲》和《外国史学史提纲》
我的回忆（1989年9月）
学贯古今中外
——在纪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缅怀伯伦师
——在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雷海宗先师专忆
怀念雷海宗先生
忆雷海宗师
博而蓄约 大而存精
——雷海宗撰《西洋文化史纲要》读后感
缅怀雷先生
——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忆一代名师雷海宗
雷海宗教授的南开十年
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
——在雷海宗先生世界史课上所受到的教益
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难始末
忆雷海宗先生与世界现代史学科
伟大的启示录
——怀念雷海宗先生
重温与新习伯伦师的学术宏论
深情忆雷师
大师风采 学者风范
——深切怀念雷老对我的教诲
多元视角忆雷海宗先生
最后的一课
——记声如洪钟的雷海宗先生
雷海宗先生给我的教益
纪念雷海宗师
我知道的雷海宗先生
雷海宗师论斯宾格勒的《西方之没落》
怀念伯伦师
世界史研究与雷海宗先生
中西史学一通人
——读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有感
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学习雷海宗先生的宏观世界史体系
贯通中外 独树一帜
——雷海宗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研究中的建树
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理性启迪
——雷海宗论欧洲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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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纪念雷海宗先生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读《<中国通史选读>纲要》的一点体会
——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
——读雷海宗《世界上古史讲》朴记
雷海宗先生与他的体大精深的历史纲要
⋯⋯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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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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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

精彩短评

1、　　    这本书是为了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100周年而出的纪念文集，通过本书，可以隐约想见雷先
生当年的音容笑貌，感受大家风采。
　　  雷海宗在1949年以后长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学者，即便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不知道雷先生是何许
人也的也大有人在。但他实在是一位不该被淡忘的学者，他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被我们所铭记。
　　  最早知道雷先生的名字，是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一书中，何先生对陈寅恪、钱穆、冯友
兰、吴晗都多多少少有些微词，独独对雷海宗先生全面称赞，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读此书之前，
我只读过雷海宗先生《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很薄的小册子，读后给我最大的印象不是作者
深厚的史学素养，而是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怀。尽管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作者的爱国之
情不但没有被时间所“稀释”，变得模糊，反而像陈年的老酒，时间越长，越是香醇。学术方面雷书
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先生通过温带人四世当合百年，从而推断出西周建立的年份为公元前1027年，令
人耳目一新。
　　  读了此书我对雷海宗先生更加敬仰，先生的天资聪颖，学问渊博，品格高尚，中国史和世界史
融会贯通，令人向往。史学的发展不能一味越分越细，这难免会发展的支离破碎，我们应该走雷先生
的道路，二史并修，宏观把握，把史学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
2、我是看了何炳棣的书，才知道雷师的，很牛的史学家
    他也变成了历史了，没有被忘记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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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为了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100周年而出的纪念文集，通过本书，可以隐约想见雷先生当年
的音容笑貌，感受大家风采。雷海宗在1949年以后长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学者，即便历史学专业的学
生，不知道雷先生是何许人也的也大有人在。但他实在是一位不该被淡忘的学者，他对中国近代史学
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被我们所铭记。最早知道雷先生的名字，是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一
书中，何先生对陈寅恪、钱穆、冯友兰、吴晗都多多少少有些微词，独独对雷海宗先生全面称赞，给
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读此书之前，我只读过雷海宗先生《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很薄的小
册子，读后给我最大的印象不是作者深厚的史学素养，而是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怀。尽管抗日战争已经
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作者的爱国之情不但没有被时间所“稀释”，变得模糊，反而像陈年的老酒，
时间越长，越是香醇。学术方面雷书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先生通过温带人四世当合百年，从而推断出
西周建立的年份为公元前1027年，令人耳目一新。读了此书我对雷海宗先生更加敬仰，先生的天资聪
颖，学问渊博，品格高尚，中国史和世界史融会贯通，令人向往。史学的发展不能一味越分越细，这
难免会发展的支离破碎，我们应该走雷先生的道路，二史并修，宏观把握，把史学的发展推向新的高
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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