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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很多时候，学术就像旷野中坚韧的大树，虽经风历雨却总是要竭尽全力地站定
自己扎根的位置——无法舍弃也不噩离去，一如我们的陈寅恪，和他身上曾经发生的那
些引人驻足又导人深思的悲喜故事。陈寅恪一生历清、民国及新中国，基本上与现代中
国文化的萌芽与成长同步，时代的鼎革承转中，他凭借着自己卓异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
累积建构了博大敦厚的学术殿堂，为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我们所景仰。

内容简介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
、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数所大学
，建国前夕由京入粤，后受聘并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 文革”期间不幸去世。陈寅恪
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
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和推重。本书作
者在深入阅读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陈寅恪的人生历程、学术成就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扼
要介绍，尤其通过对诗文书信等相关文献的发掘对陈寅恪的晚年人生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此前学界的相关成果有所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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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如果说，自从陈寅恪教授下世的1969年开始，近四十年来人们对他的考释与衡估不外内
部求索和外部鉴察两大进路的话，那么家族往事的观察对于陈寅恪的研究来说，无疑同
时呈现出内向与外趋的两种色度。往里说也好，向外看也罢，这样的努力都不会让人感
到一丝的多余。
  据谱牒资料记载来看，陈氏始祖胡公满为有虞氏三十三世孙，武王克商以后，以元女
太姬配之，封诸陈，后代子孙遂以封地为姓。
  成王九年，满卒，谥胡公，胡公满就是陈姓的受姓大始祖。
  至于汉代，满公四十二世孙陈仲弓实，曾为汉太邱长，封颖川郡。当汉之世，陈实一
门颇有贤名。据信，对“以节义风四方”的陈实，民间流传着“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
君所短”的赞辞。
  和陈实一样，他的子辈们也都以贤德称于乡里，对最有代表性的元方和季方二人，史
有“难兄难弟”之称。仁谨的家风换来了颖川陈氏在姓族中的声望日著，所谓“由是以
颖川为族望”就是说的这个情况。
  再后来，又经过三十二世的承传，至于迁居江州义门的旺公一代，已经是李唐朝事了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福州刺史陈檀之子旺自江西庐山再迁至时江州浔阳县太平乡永
清村常乐里艾草坪(今江西省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陈氏的真正兴旺，正是在这里。据
信旺公迁居是得了高人的指点。传说，八岁的他有一次随祖父伯宣至庐山打猎的时候，
曾遇一鹤发童颜的长者，伯宣给告知不宜久居庐山地，应该往迂相隔不远的“常乐里”
，会当长发其祥。当家后的旺公曾专门驱马往“常乐里”探视，认为山悠水静的那里确
实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当机立断，全家迁居来此，从此开始了义门陈氏艰苦创
业与兴旺发达的崭新历史。这就是后世盛称的“义门陈”。
  先来看看义门陈氏的辉煌往事吧。
  据统计，截至咸平四年(1001)，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竟达到了430人之众。仅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义门陈”就有403人应举，其中在朝廷担任要职的有18人，另
至各地担任刺史、司马、参军、县令者29人。如此情势，堪称壮观!这是功名。
  再来看恩遇。不算免征徭役、钦贷米谷之类，仅是天子礼遇就有：唐昭宗大顺元年(8
90)赐立“义门”；南唐升元元年(937)年重敕“义门”；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旌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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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者世家”；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御书“真良家”；咸平三年(1000)，宋真宗亲为
“义门陈”题诗，日：“水阁山斋架碧虚，亭亭华表耀门间。
  颍州郡派传千古，芳振江州绍有虞”；宋仁宗天圣四年赐御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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