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돂述先生与史语所

!"#$ 年 # 月!中华书局出

版了陈述先生"#%####%%!$틅

著 %辽史补注&' 这部十卷本(

!&" 췲字的史学名著! 是陈述

历时一个甲子的心血所萃' 它

的出版!쏖补了%辽史&过于)简

略*和)脱漏甚多*的缺陷!必将

有力地推进辽史研究的深入发

展'然而追述此书编纂的缘起!

则不能不从陈述与历史语言研

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关

系说起'

" 뷰 史 氏 族 表 # !

뷸入史语所的 $入

场券 %

'%() 年!陈述从北平师范

大学毕业之后! 进入史语所从

事研究工作' 史语所隶属于中

央研究院! 是民国时期全国史

学研究的重镇!汇聚了傅斯年(

陈寅恪(李济(뚭作宾等众多学

术名家'在当时!쿫要进入史语

所工作!늢非易事!캨独北大史

学系的毕业生受到傅斯年的青

睐'对此!钱穆曾评价说+)랲北

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 !뇋

必网罗以去' *"잮穆#$냋十忆

双亲%쪦友杂忆 &' 죽联书店

!##$ 年版'第 !%$ 튳$从后来史

语所的人员构成来看! 历史组

的劳榦(全汉昇(余逊(张政烺(

王崇武 (傅乐焕 (何兹全等人 !

均是北大史学系的毕业生 !这

一点颇能印证钱氏的说法' 맊

而!陈述后来回忆!能够进入史

语所工作的年轻人!)一般都是

北大毕业生 ! 我算是例外 *'

"$돂述先生忆往事 &'$中国史

研究动态&!##& 年第 ' 웚$

陈述的史学成就之所以能

够引起傅斯年的重视! 应与他

扎实的学术功底( 쏴锐的学术

识见和陈垣的大力提携密切牵

涉' '%!%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

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和北

平师范大学预科! 由于他的父

亲知道陈垣在北师大兼课 !所

以就让他选择了北师大预科就

读"쇵凤翥语$' '%(' 年!陈述

考入北师大史学系'

在师大就读的四年! 是陈

述初识史学门径的重要时期 '

在这里!他得到名师指导!늩览

众籍!짆学深思!学术才华逐渐

施展! 于是在同学之中脱颖而

出' 这一时期! 他相继撰著了

%陈范异同&%补南齐书艺文志&

%金史氏族表 &%붯心余先生年

谱&等论文!表现出广泛的学术

兴趣 ' 其中 !%金史氏族表 &一

文!甚得陈垣欣赏!쯬将它在友

朋中传阅'陈寅恪看过此文后!

认为写的很好!作者年龄)起码

四十*' 陈垣告诉他!作者是自

己的学生!)今年才二十出头*'

于是陈寅恪说+)让他跟我见见

面' *因此机缘!%金史氏族表&

成为陈述结识陈寅恪的学术纽

带'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陈寅

恪谈到了王国维!늢对陈述说+

)王观堂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

他的兴趣经常转换' 如果他不

换!成就会更大' *陈述事后体

会陈寅恪说此话的用意在于教

导他 )做学问要专一*' !닎见

$돂述先生忆往事&'$中国史研

究动态&!##& 年第 ' 웚"检视陈

述在大学时期发表的 & 篇论

文!涉猎多个时期的史学问题!

然毕业之后则专攻辽金史 !这

种治学方向的转变应与陈寅恪

的启示不无关系'

%金史氏族表&还在陈述与

傅斯年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

此文经陈垣的推荐! 引起了傅

斯年的兴趣' 傅氏在阅读陈文

之后评价说+)陈述先生潜修成

此一书!뺫勤可佩!坚实可钦' *

)此书之充实 ! 当以所参检文

集( 碑志之数量为准! 而其优

越!当以发见沿习之误为标'今

初稿已坚实丰盈至此! 后来必

为金源一代史事研究作础柱

矣' 欣甚幸甚, *!돂智超编注#

$돂垣往来书信集&(퓶订本)'죽

联书店 &"!" 年版' 第 *!* 튳"

于是傅氏将陈述之文分为上下

两篇 ! 发表于 '%() 年出版的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

第三分和第四分 ' %史语所集

刊& 是当时国内的权威期刊之

一! 在国际汉学界也享有一定

的声誉' 陈述以本科生的身份

在上面发表学术论文! 랴映了

傅斯年对他学术水平的认可'

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初衷

之一!是)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

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

者 *!늢认为 )此实后来历史语

言学在中国发达命脉所系 !亦

即此研究所设置之最要目的*'

"$뢵斯年全集&!쇹"'뫾南教育

出版社 &""' 年版'第 '" 튳$傅

氏慧眼识珠! 对于陈述这样优

秀的年轻学人! 自然不会因其

非北大毕业而将其拒之门外 '

在决定刊发 %金史氏族表 &不

久!傅斯年便邀约陈述见面!约

定让他毕业之后到史语所工

作' 就这样!陈述甫一毕业!便

与北大史学系毕业的全汉昇 (

余逊同年进入了史语所'

퓚颠沛流离之中笔

耕不辍

从 '%() 年到 '%&" 年 !陈

述在史语所工作了五年半的时

间'在这期间!日本侵华的步伐

不断加快! 史语所的发展因受

时局影响而不断播迁' '%() 年

'' 月!史语所历史组迁入南京

北极阁新址!陈述亦随所南下'

'%(* 年 $ 月! 沪会战爆发!

史语所开始迁往长沙! 在长沙

短暂停留两月之后! 便决定再

迁昆明' '%($ 年 ( 月!陈述刚

刚抵达昆明! 便与劳榦一起写

信向傅斯年汇报了迁徙情况 +

)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

此!李启生(룟晓梅诸君费力甚

大!梁先生尤卖气力!生等亦随

同料理 !不敢分一 (三组畛域 !

亦不敢辞事物工作也' 惟房屋

至今无着落 ! 맊一切均未进

行' *"뢵斯年档案'!+*,,$然

而!好景不长!随着滇边军事吃

紧! 昆明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

目标!史语所不得不于 '%&+ 年

'" 月从昆明陆续迁往四川李

庄'就在此时!金毓黻向史语所

商借陈述到位于四川三台的东

北大学任教! 所以陈述未随史

语所到达李庄! 而是直接去了

四川三台'由此观之!陈述在这

五年半的时间里随着史语所由

北平至南京 !过长沙 !到昆明 !

最终落户三台!生活大受影响'

可贵的是! 陈述在颠沛流

离之中依然笔耕不辍' 于史语

所任职期间!他先后在%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낢保机

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

盟相攻之推测&%曳落河考释及

相关诸问题&%头下考&%契丹世

选考 &%东都事略撰人王赏 (称

父子&) 篇论文' 这些论文的撰

写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陈寅恪

的指导'从陈寅恪书信集来看!

他写给陈述的书信数量很大 !

릲计 !! 通'这些书信一是请求

陈述等人代为寻书的短笺 !一

是对陈述治学的指导意见' 용

如! 헫对陈述对曳落河相关问

题的疑惑! 陈寅恪在一封回信

中写道+)曳落河最初为何民族

语!짐待考' --ퟰ著所定为契

丹语之文献似较晚! 能得时代

更前者尤佳!떫恐不易求也' *

)禄山于契丹关系深切!不独孙

孝哲为其骁将也' *)曳落河在

禄山前是否亦专名! 即一种民

族之名!而健儿之义转为后起!

与赭羯同耶' *"$돂寅恪集%书

信集&'죽联书店 &""! 年版'第

!$! 튳$观照陈述发表的%曳落

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一文!可

知他在撰写 )낲禄山曳落河下

落之臆测*一目时!닉纳了陈寅

恪的观点'맊而!陈述在此文结

尾处突出强调 +)本文属稿 !돐

陈寅恪先生驰书启诲者再 !벸

千数言' 敦敦不厌烦琐' *!돂

述#$튷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

题&'$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四

分'!#'$ 年"

돽以上 ) 篇刊出论文之

外! 陈述在史语所任职时期还

曾撰成 %짡利横帐考释 &一文 !

늢且此文后来被编排在 %史语

所集刊&第十本第四分' 然而!

쇮人颇感意外的是! 史语所档

案中有一封傅斯年 '%&( 年 ,

月 ( 日写给贺师俊的信件 !内

容是告知贺氏将)%짡利横帐考

释 & 돩出换入 %붲史与咏史

诗&*' "史语所档案' 샮 #+'+

!-$%붲史与咏史诗& 是史语所

的张政烺所撰' 傅斯年的这一

做法! 是否因为陈述已到东北

大学任教! 而此时处在抗战时

期!出版困难!所以尽量优先刊

发留在所内的同人著作. 此中

缘由!不得而知'在史语所的公

文档中还有一通那廉君写给陈

述的信! 훷旨是询问陈述是否

收到了寄还的%짡利横帐考释&

一文' !史语所档案'샮 #+#+,"

%짡利横帐考释&在陈述生前终

未刊发!直至他去世之后!才刊

于 !""" 年 ) 月出版的%퇠京学

报&新八期'

不惟论文的撰写(发表!陈

述于史语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

著作应是%辽文汇&' 룹据史语

所 '%() 年的工作报告记载!陈

述参照)荃孙%辽文存&(王仁

俊 %辽文萃 &(믆任恒 %辽文补

录&(罗福颐%辽文续拾&及新得

之辽碑志若干种为%全辽文&之

校订' *"$뢵斯年全集&!쇹"'第

*$# 튳 $后来 !陈述考虑 %全辽

文&)极端形容之/全0字!过为

张峰

陈述虽于 !"#$年离开了史语所!떫他始终与史语所保持着联系!죏为自己只是从史语所请假至东

北大学!맊而后来屡次请求返所"只因时局动荡!未能如愿"!"%&年出版的#史语所集刊$第 '$놾下

册刊发了陈述的#腠军考释初稿$一文% 헢是史语所为配合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췆出的一期&놾院

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刊发的文章多为史语所学人内稿!陈述之文刊载其中!헛射出他与史语所

&断而未断'的关系%

&" 쫀纪 '" 年代在中研院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