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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馆丛稿二编(二版)》

内容概要

本书为陈寅恪集之一种。收有论文、序跋63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
佛教典籍的著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收入了现在所能找到的作者全部著述。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
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七种，八十年
代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以上海古籍版为底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
稿二书原据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重印），内容基本不变。惟寒柳堂集增补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补）”一文。诗集（原名陈寅恪诗集附唐篔诗存）和读书札记一集（原名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
书之部）八九十年代分别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均有增补。书信集、读
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四种均为新辑。全书编辑体例如下：
一、所收内容，已发表的均保持发表时的原貌。经作者修改过的论著，则采用最後的修改本。未刊稿
主要依据作者手迹录出。
二、本集所收已刊、未刊著述均予校订，凡体例不一或讹脱倒衍文字皆作改正。引文一般依现行点校
本校核，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尚无点校本行世的史籍史料，大多依通行本校核。少量作者批语
、论述系针对原版本而来，则引文原貌酌情予以保留。以上改动均不出校记。
三、凡已刊论文、序跋、书信等均附初次发表之刊物及时间，未刊文槁尽量注明写作时间。
四、根据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发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
，保留少数異体字。引文中凡为阅读之便而补入被略去的内容时，补入文字加〔〕，凡属作者说明性
文字则加（）。原稿不易辨识的文字以□示之。
陈寅恪集的出版曾得到季羡林、周一良、李慎之先生的指点，并获得海内外学术文化界人士的热情相
助。在此，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了此项工作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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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馆丛稿二编(二版)》

精彩短评

1、原来这么早就已经使用新出石刻墓志材料了，诚如远见卓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
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另，貌似发现行文的套路，以别拟
新解/设一假说为开始，以求教于当世治国史之君子/供读史者之参考为结束。
2、　　江左士族操北語，而庶人操吳語。
　　按：如三線建設的工廠，工人來自全國各地講普通話，而當地土著人講土話。因為財力差別，有
“鐵飯碗”的工人有種優越感，以此延伸講普通話代表工人，講普通話比之講土話有優越感。王導作
為貴族講吳語，是爲了拉攏吳勢力，宛如三線建設工人爲了和當地土著搞好關係，“屈尊”學習講當
地土話一樣。此法仿照“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一節太平天國圓明園以今實例證之之法。
3、　　      陳先生的書很難讀，很難懂，但就我能理解和讀懂的那部分而言已經是超值了，買這套書
很值得！最近讀他的論文集《金明館叢稿二編》，這也是一本含金量極高的論文集。幾乎都是對一些
具體問題的考證文章，但是每篇短的文章、考證，背後都是為了更大的思想主題服務的，所以跟乾嘉
考據學為了考證而考證不同，是有思想的考據。更不用說那些紀念王國維先生而寫的文章展示了陳先
生的自由思想學說，那些為別人而寫的書序也大多富於學術思想，可給後人許多學術思想方面的啟發
，我不禁感嘆：真是含金量太高了！今天著作等身的教授很多，可是大部分著作還不如陳先生一兩篇
嚴謹的論文，可歎學風至此，陳先生若在生當如何為今日大陸之史學感到痛心疾首乎？
　　
4、今于陈先治学因小见大之精神略有解会矣。十四年六月九日阅讫。
5、耐着性子把以前没看的那些枯燥难懂的佛经序跋也看了，真是浪费时间啊！
6、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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