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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邓广铭赠书述略

□饶益波∗

　　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入藏邓广铭专藏古籍六千四百余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赠书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邓广铭赠书保存完好,版本类别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赠书

在内容上集中于宋辽金元史,尤其在宋人文集和宋代史籍方面搜罗齐备,颇能反映邓广铭的治学

旨趣.其中包含大量邓广铭学术研究中的工作记录,是研究邓广铭的一手史料,在促进近现代学

术史的研究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邓广铭　古籍　赠书　治学风格

分类号　G２５３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２

１　引言

２０２１年７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

图书馆)接受了邓可蕴女士和邓小南教授捐赠的其

父邓广铭先生(为行文方便,以下皆省去“先生”二
字)的藏书,包括线装古籍 ３７ 箱,共计 ６４５８ 册.

２０２２年３月,北大图书馆完成了这批赠书的编目整

理工作.邓广铭(１９０７—１９９８),字恭三,是我国著名

的历史学家,其著述宏富,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辽金

史,尤其在宋史领域建树颇多,被誉为“宋史泰斗”.

１９５６年,邓广铭在北京大学课堂上提出将目录学、
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视作治史的“四把钥匙”
的观点,对于促进目录学、文献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以往对邓广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学术观

点的阐发和弘扬,而针对其藏书的研究则一直是个

空白.在邓广铭逝世２４年后,邓可蕴女士和邓小南

教授化私藏为公用,慷慨将邓广铭这批藏书捐赠给

北大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北大图书馆的古籍特藏,
同时也为学术界对邓广铭的藏书、治学、学行等方面

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一手资料.

２　邓广铭赠书的来源

作为一位纯粹的历史学者,邓广铭藏书主要服

务于其学术研究,不以广购善本秘籍以自矜.从这

批赠书来看,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２．１　购置图书

邓广铭自小接触传统学问,旧学根底深厚,１９３２
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１９３６年留校任教,抗日

战争期间任教于大后方,由于缺乏史料,这段时间的

书籍购置情况不易考察清楚.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

以及邓广铭这段时间充分利用北平图书馆、北大图

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的藏书来

看[１],邓广铭在这期间的图书购置显然不会太多.
其大规模地购置古籍应该是１９４６年回到北京大学

任教之后,他在«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一文中提

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于１９４６年初夏飞回北平,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那时候古旧书业极不景

气,古旧书价贬值,我便乘机围绕我的专业,尽量购

置一些图书,建立我自己的小书库[１].”１９５８年,邓
广铭在“双反运动”中遭到批判,此后学术研究一度

停滞,但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的文献收藏工

作仍然没有完全陷入停顿.
在邓广铭赠书中,我们发现了极少量的购书发

票,是考察其古籍购置历程的绝佳史料.其大体情

况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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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邓广铭购书发票统计表

书名 版本及册数 购置时间 购置地点 价格(元)

四明文献集 民国五年[１９１６]铅印本;４册

考古质疑 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福建刻本;２册

稼轩词疏证 版本不详;３册

晁具茨集 清知不足斋刻本;２册

七修类稿 版本不详;１６册

程氏人物志 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石印本;４册

金元戏曲方言考 版本不详;１册

文澄公集 版本不详;４册

蔡忠惠集 清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温陵蔡氏逊敏斋刻本;１０册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４日
琉璃厂

古书店

３．００

１．００

６．５０

３．００

８．００

２．５０

０．４１

２．５０

８．００

眉山诗案广证 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江苏书局刻本;２册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５日 琉璃厂古书店 ２．５０

南阳集 清抄本;６册 １９５８年９月３日 来熏阁书店 １２．００

发票中列出了书名、册数、金额以及书店名称,
但并未列出版本.表中的版本项是我们根据发票中

开列的书名,结合此次编目数据判断出来的,版本不

详者则未在此次赠书中.从发票中的购书金额来

看,的确符合邓广铭文中“古旧书价贬值”的描述.
此外,在赠书中发现的发票,时间都在１９５８年８月

之后,推测是“双反运动”之后,这些书没来得及翻阅

使用,所以发票一直保存在书中.

２．２　学术往来所得文献

作为史学界成名较早的学术大家,在邓广铭的

学术生涯中,既受到了不少前辈学者的影响,同时也

影响了宋辽金史等学术领域的几代学人.从这批赠

书中,颇可考见其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经历.
在邓广铭赠书中,我们发现了他在学术往来中

获得的一些著作,如陈寅恪所赠的«元白诗笺证稿»,
内有陈寅恪墨题“恭三兄 教正/寅恪”,是记录陈、邓
两位先生学术交流的珍贵实物.早在１９３７年,邓广

铭于«国闻周报»发表«‹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

证›总辨证»之时,就受到陈寅恪的关注.１９３９年秋

至１９４０年夏,邓广铭在昆明与陈寅恪相处甚欢,“与
陈先生同桌共餐,朝夕得以聆听他的教言”[２],“实际

上等于做他的助教”[３],因而邓广铭晚年回忆自己的

学术师承时说过,“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

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

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４].
赠书中还有王重民签赠的«巴黎敦煌残卷叙

录»,书衣墨题“恭三先生教正/重民敬赠/卅七．四．廿
一”.１９３４年,王重民以交换馆员身份前往巴黎整

理被伯希和劫夺的敦煌文献,并逐一进行考订,相关

成果发表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以及«图书季刊»
上,１９３６年结集为«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

１９４１年又出版第二辑.１９４７年回国后,王重民在北

京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并着手创建图书馆专修科

(至１９５１年改为图书馆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王重民专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系教授,直至１９７５年离世.邓、王两位先生同时期

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并且都长期居住在朗润园,往来非常密切,
这册«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的签赠发生在１９４８年４
月２１日,即王重民回国后不久,是见证邓广铭和王

重民学术交往的稀见文献.
此外,在邓广铭赠书中还有齐白石自写影印本

«借山吟馆诗草»,书衣上有齐白石墨题“适之道兄先

生一笑论证/弟齐璜敬呈”,并钤“白石相赠”白文朱

印.书中夹有胡适先生手稿两纸,纸高２８cm、宽

２１cm,呈竖排格状,竖排２０行,横排１０行,手稿的内

容是胡适对«齐白石年谱»成书过程的记录.胡适、黎
锦熙、邓广铭三人曾合作撰写过«齐白石年谱»,邓广

铭对此事有过记录[５－６],三人合作的始末以及各自的

贡献已有学者进行过详细的研究[７－８],兹不赘述.
«齐白石年谱»的稿本今藏北京画院,稿纸的形态与此

次发现者全同,从内容上看,此次发现的胡适手稿应

属于胡适所撰«齐白石年谱序»的未定残稿.

２．３　自抄文献

在邓广铭赠书中,由其亲自抄录的文献仅有«建
隆编»一部,该书无边框界栏,半叶六行,行十八字,小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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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双行同,书末署“民国廿四年七月十日钞讫于北平

报子胡同寓庐/恭三”.考民国廿四年(１９３５)邓广铭

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上大学三年级,此时他对未来的学

术研究还没有明确的方向,而«建隆编»一书久已失

传,在学术史上一向没有受到重视,他何以会如此突

兀地抄录此书? 这显然与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任课

老师以及相关课程有很大的关系.从邓广铭的“一九

三六年毕业成绩审查表”中可以考见他在北京大学求

学期间的课程情况,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邓广铭选修

了蒙文通的宋史课程,并且在课程中得了很好的

成绩[９].
蒙文通(１８９４—１９６８),原名尔达,以字行,四川

盐亭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即在成都大学、国立中

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任教,
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佛学家、经学家.１９３４至

１９３５年,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的蒙文通先生

在北京大学开设宋史课程,当时的课程大纲仍有留

存,部分内容如下:
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

变、制度之沿革、民族之盛衰,以吕东莱、陈君

举、叶水心之说为本,取材于«东都事略»«南宋

书»«宋朝事实»«太平治迹»,以济元修«宋史»之

阙.更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

«宋会要»之纲.[１０]

从这份课程大纲中可以看出,蒙文通在其宋史

课程的安排方面构思已经非常成熟,课程设置非常

详实且具体,其中提到的“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

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更是可以看做这一课

程在文献整理方面的一次实践.
邓广铭所藏«建隆编»抄本,各条前均冠有“止斋

陈氏曰”字样,通过文字核对,其文献来源确系«文献

通考»无疑.从书末所署“民国廿四年七月十日钞

讫”的文字来看,该抄本的形成和蒙文通及其所讲授

的课程有着直接关系.书中夹有长纸条一张,末书

“建隆编(抄本)———陈傅良著”,纸条末端露出书外,
是邓广铭为方便取书所做的标记.从以上这些信息

可以推测,蒙文通在北京大学教授宋史课程的过程

中,曾着手辑录过«建隆编»一书,邓广铭所藏的抄

本,应该是他根据蒙文通的辑录本过录而来.蒙文

通的辑本现不知存于何处,其存佚情况亦未可知,邓
广铭藏本或为蒙氏辑本的唯一传抄本,学术价值

极大.

关于蒙文通对邓广铭的学术影响,邓广铭本人

鲜有提及,刘浦江教授曾指出“大学时代,邓广铭也

上过两门属于这个领域的专业课,一门是蒙文通讲

授的宋史,另一门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史.但这

两位先生都没有给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重要

影响,他对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也比较低调”[１１].聂

文华在其«邓广铭宋史研究学术渊源考———以蒙文

通宋史课程的讲授为中心»一文中虽然有所论证,但
文中多为猜想和旁证,始终缺乏实证[１２].从邓广铭

在这堂课中所取得的成绩(９２５分)来看,蒙文通对

邓广铭是比较认可的,故而聂文华所说的“或许可以

说他(笔者案:指邓广铭)后来对宋史的兴趣即发端

于蒙文通宋史课程的激励”[１２]这一推断有一定的道

理,而这部«建隆编»抄本则可以作为蒙文通对邓广

铭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文献史料.
邓广铭于１９４６年由重庆复旦大学回到北京大

学任教,１９５０年晋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１９５４
年至１９６６年间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５０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

段”[１１].其中,１９５３年出版«王安石»,１９５５年出版«岳
飞传»,１９５６年出版«辛弃疾传»«辛稼轩诗文钞存»,

１９５７年出版«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１９５８
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此后,其学术研

究工作一度停滞长达数十年.从邓广铭的这段经历,
以及上述邓广铭大量购藏图书的时间来看,其藏书丰

富的时期正是其学术研究最为旺盛的时期.

３　邓广铭赠书的特点

如上文所述,邓广铭这批赠书的收藏时间主要

集中在上世纪４０年代至６０年代,邓广铭在«我和图

书馆»一文中也一再提到:“自从抗日战争胜利,我由

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以来,便已开始

逐步地在家中建立起一个小小书库(主要是围绕自

己的专业).从１９４６年直到５０年代之初,古旧书籍

因很少人问津,价格极为便宜,这使我得以大量购

买.到五十年代后期,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基本上可

以‘自给自足’的小图书室[１３].”由此可知,邓广铭的

文献收藏是围绕自身专业来开展的;同时,邓广铭购

置图书的一个较大动机就是书价便宜.这两点都可

以与邓广铭赠书相印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邓广铭

赠书的特征进行了如下总结.
首先,邓广铭赠书保存完好,数量众多,在北大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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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接受赠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版刻时间

来看,邓广铭赠书中包含少量明初、明中期刻本,明
后期刻本则主要分布在明万历、崇祯两朝;清代刻本

除顺治朝外,康雍乾三朝直到清末基本都有涵盖;民
国刻本达５０余种之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赠书中

有几部特殊的文献,如明嘉靖刻清递修本«宋丞相崔

清献公言行录»,明末刻民国八年递修本«赵清献公

集»,版刻时间和印刷时间相差较大,且都有不同程

度的修版补版,这对于研究明清两代的版刻特征乃

至于出版史等都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从版本类

别来看,邓广铭赠书涵盖了刻本、抄本、活字本、铅印

本、影印本等多种形式,在古籍鉴赏以及古籍版本学

的研究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其版本价值

和文物价值不容忽视.
其次,邓广铭赠书中丛书占比较大.对于单行

本的典籍来说,学者购藏某一类书籍费时费力,往往

难以齐备,在搜集文献上极为不便.更有甚者,由于

种种原因,古书单行成本要远大于汇刻本,这就导致

很多有价值的小部头典籍往往只能汇入丛书本发

行,或者以传抄的方式进行流传,这无论是对古书的

传承还是学术的发展来说都是很不利的.张之洞在

«书目答问»中曾言“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
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钜.欲多读古书,非买

丛书不可”[１４].古代学者推崇丛书,主要是由于丛

书“汇聚众书”的功能和“易于购置”的特点.邓广铭

赠书中,丛书及丛书零种共计１６７种之多,占比极

高.其中时代较早的有明会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
零种,最晚的则包含了建国后出版的著作,时间跨度

较大.在一众丛书之中,篇幅最大的当属民国二十

四年(１９３５)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

初集»,此书为«四库全书»首次影印(选印)出版,共
刷印１５００部,得此一书,基本上能满足邓广铭对四

部要籍的需求.
再次,邓广铭藏书的购置主要围绕其学术研究

方向.邓广铭聚书“主要是围绕自己的专业”,其目

的非常明确,这一点从其购书过程中的文献偏重也

可以得到佐证.如邓广铭赠书中,有六部清乾隆武

英殿聚珍版典籍,分别是宋人李攸的«宋朝事实»、王
质的«雪山集»、毕仲游的«西台集»、赵升的«朝野类

要»、陆佃的«陶山集»和刘攽的«彭城集»,无一例外

都是宋代文献,其中宋代史籍两种、宋人文集四种.
同样,邓广铭购置的«知不足斋丛书»四个零种也无

一例外都是宋人著作.邓广铭藏书主要以宋辽金元

史籍文献为主,包含了宋辽金人所著史籍、文集以及

后人研究宋辽金元史的相关著作,尤其在宋代史籍

和宋人文集方面搜罗最为齐备,可以视为一个宋代

文献专题资料库,这是其藏书的最大特色.基于这

一因素,邓广铭藏书最适合整体专藏,这样既能够保

证其所藏文献的整体性,展现邓广铭藏书、治学的整

体面貌,同时也能够发挥这批专藏的学术作用,对宋

辽金元史学者的学术研究也是深有益处的.
最后,尽管邓广铭在文献搜集中不追求秘籍善

本,但从此次整理编目情况来看,赠书中善本古籍也

不在少数.其中明刻本１５种、清康熙刻本９种,清
雍正刻本１种、清乾隆刻本１７种;另外还有一些民

国铅印本、影印本,由于含有大量名家批校题跋等,
可归为善本.尤其难能更可贵的是,其中不少文献

如清抄本«新安志补»、民国抄本«建隆编»等流传极

稀,对北大图书馆的馆藏是重要的补充.

４　从邓广铭赠书看其治学风格

邓广铭在«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中引用过清

人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的一句话:“由汉

代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

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

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１５].”刘浦江教授据此总结

出邓广铭的治学风格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邓

广铭的“独断之学”,前贤已有多角度的论述;“考索

之功”方面,学界大多瞩目于邓广铭的文献考据功

夫.考据学功底必定是根植于学者对基础史料深度

掌握的基础之上,邓广铭治学最重视史料搜集、整
理、解析等基础性工作,这与他求学期间深受傅斯年

“史学即是史料学”观点的影响有较大关系.他在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中有如下表述:
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

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

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

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

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致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

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

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相.[１６]

要考察邓广铭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他
的藏书是绕不开的绝佳史料,前贤由于未能深度整理

先生的藏书,故所论多宏通之言,未能窥见精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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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１１,１７].泛览先生赠书,浮签满纸,朱墨灿然,其所作

的基础性史料工作留下的痕迹触目皆是,不胜枚举.

４．１　重视文献辑补

在史料搜集方面,邓广铭从不拘泥于所藏之书

的现有文本面貌,往往在原书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史

料增补工作.如«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有宋人吕颐

浩的«忠穆集»,吕氏文集在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

题»中有著录,但原本久佚,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
辑录出文章１３７篇、诗词５８首,有所遗漏是必然的.
邓广铭在«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忠穆集»中夹有数

页文稿,都是四库本«忠穆集»失收的内容,分别为«论
航海事»«论察言»«乞巡幸浙西及措置溃兵»«论车驾

乘马事状贴黄»及宋人赵粹中的«吕忠穆公文集序»等
五篇文字,另外还誊录有嘉靖庚子(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吕栾识语一则,由此可推知,邓广铭的这些文字

是从嘉靖十九年吕栾刻«吕忠穆公奏议»中誊录而来.

４．２　“穷尽史料”的治学观念

邓广铭基础性的史料工作还表现在其“穷尽史

料”的治学理念上.上文所述邓广铭的史料增补工

作固然可算作是“穷尽史料”的一种表现,但从其赠

书整体来看,这种史料增补工作多是随手为之,不成

体系.真正能够充分表现邓广铭“穷尽史料”治学理

念的是他在校勘工作中对引文的校勘.
在邓广铭赠书中,有一部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浙

江书局刻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书中有大量圈点批

校痕迹,记录了邓广铭校勘此书的经历.１９４９年２
月,邓广铭以自己所藏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从北大

图书馆借来«续资治通鉴长编»抄本,并且与傅增湘

所藏抄本以及金毓黻所藏抄本进行详细的对校.
«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篇幅达５２０卷之多,分装为

１２函１２０册,面对如此煌然巨著,还需要对校三个

不同版本,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邓广铭在繁重细

碎的校勘工作中,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征引的

其他文献也务求穷尽史料,广罗众本,进行详细的文

字校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邓广铭发现«续资治通

鉴长编»引用了不少司马光«涑水记闻»的文字,又取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进行对比,意外地发现«续资治通

鉴长编»的引文大多比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更完备,
“这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也等于为我们校勘«涑水

记闻»打开了一个缺口”[１８].此后,邓广铭在商务印

书馆铅印本的基础上,将«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引的

条目逐一进行比对,并与«学海类编»本以及夏敬观

引用过的清钞两卷本进行了比勘.在校勘的同时,
邓广铭针对«涑水记闻»中的条目,广泛地搜罗其他

引文以资校勘,所用到的文献有«皇朝类苑»«五朝名

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说郛»«旧闻证误补

遗»«宋史吕端传»«归田录»«河南文集»«范文正

集»«范文正公年谱»等等.由«续资治通鉴长编»到
«涑水记闻»,再到与«涑水记闻»相关的众多文献,邓
广铭剥茧抽丝,在“穷尽史料”方面可谓做到了极致.
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被

迫中断,所幸这一朱墨灿然的校订本并未受损,随着

这批赠书一起入藏北大图书馆.这部«涑水记闻»为
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钤“恭三”朱文印,从版

本价值上看似乎并不稀奇,其真正的价值是书中有

邓广铭大量的圈点批校痕迹.上世纪８０年代,邓广

铭和张希清合作整理了«涑水记闻»,并由中华书局

出版,这个版本是学界目前利用率最高的版本,其校

勘整理的基础就是这一批校本.遗憾的是整理本出

于体例统一的需要,又删去了批校本中邓广铭的不

少批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批校本仍然具有较大

的学术价值.

４．３　深厚的校勘学功底

邓广铭的基础性的史料工作还表现在其深厚的

校勘学功底.通过考察邓广铭对«续资治通鉴长编»
及«涑水记闻»二书的校勘发现,邓广铭在校勘方法

上最注重运用对校法和他校法.对校法是运用同书

的不同版本进行比对,择定底本,校订异文的常用方

法,因此对校法的运用往往需要先对一书的版本进

行详尽的考察,对校勘前期的准备工作要求极高.
邓广铭在校勘一书的前期准备工作中,会花费大量

精力对该书的版本进行详尽考察,不仅考证各版本

之源流,对于各本之优劣异同也时有独到的见解.
在调查版本的基础上,尽量搜罗异本以资校勘.如在

校勘«涑水记闻»一书的过程中,邓广铭和张希清“首
先把«记闻»的各种钞本和刻本都进行了一番对比,所
得的结论是,确实以两卷本的条目编次为最好,其中

字句的脱漏和错讹也最少.遂决定用明钞两卷本和

清钞两卷本作为底本,先与小山堂钞本残卷、学海类

编本、聚珍版丛书本逐一进行了对校”[１８].
由上述邓广铭“穷尽史料”的治学风格也可以考

见,邓广铭在校勘过程中对他校法的运用最为精妙,
往往能在校勘一书的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学术增

长点.如上述邓广铭在校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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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运用他校法校勘出«涑水记闻»的种种问题,在校

勘«涑水记闻»之时,又“与续通鉴长编、«宋朝事实类

苑»«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锦绣万花

谷»«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宋史»«永乐大

典»等书进行了他校,对于底本的订正和补充,为数

也颇为不少”[１８].邓广铭通过对校法廓清版本问

题,确定校勘底本,初步校出异文,又通过他校法对

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订补,两种方法互相配合补充,
这是其校勘工作的最大特色.邓广铭在«涑水记闻»
的点校说明中也明确地表达过“在进行对校和他校

的过程中,从二者所获补益是大致相同的”[１８].
从邓广铭赠书中,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其“独

断之学”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虽为独断之学,但
无一字无来处,其论点皆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作为支

撑.我们在探讨邓广铭高瞻远瞩的史识、敏锐的学

术洞察力的同时,更应该从先生的藏书中去挖掘其

读书治学的门径.可以说,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是建

立在其对史料孜孜不倦的搜集、逐字逐句校勘研读

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文献上的“笨功夫”是邓广铭成

长为一代史学大师的不二法门,也应该为从事传统

学术研究者所借鉴.

５　结语

综上所述,邓广铭赠书数量庞大,保存完好,时代

跨越明、清至民国,从版本类别来看,涵盖了刻本、抄
本、活字本、影印本等多种形式,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

和文物价值.从内容方面看,宋代史籍和宋人文集搜

罗齐备,颇能反映邓广铭读书治学的兴趣,尤其难能

更可贵的是,其中不少文献属于新品种,进一步丰富

了北大图书馆的馆藏.赠书包含了邓广铭学术研究

中大量的点滴记录,是我们研究邓广铭、研究近现代

史学史的一手史料,对于未来拓展“邓广铭研究”“近
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路径、补充完善«邓广铭先生学术

年表»等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基于上述原因,北大

图书馆为这批赠书建立了整体专藏,以便于促进宋辽

金元史以及近现代史学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
聚书诚不易,邓广铭的图书收藏最能反映先生

对学问的执着追求,邓小南教授在邓广铭藏书捐赠

仪式上回忆道:“抗战胜利后,他应傅斯年先生要求

回到北大,他和我母亲再三斟酌后,放弃了买房安家

的打算,全部积蓄除基本生活外,都用来购置图

书[１９].”作为我国宋史研究的泰斗,邓广铭无论是独

断精深的学问,还是求真求实的品格,都对北京大

学、对学术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邓广铭赠

书中,我们能够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一代学人在文献

搜集方面的孜孜不倦,在史料整理和校勘方面的艰

苦朴拙.这批珍贵藏书既是北大精神的历史定格,
同时也必将彪炳史册,铸就北大精神的学术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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