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稿》等重要学术手稿捐赠国家图书馆 

2017年 1月 20日，苏州大学柴德赓研究所柴念东先生代表家属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

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稿》《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两部重要学术手稿。国家图书馆古

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并向柴念东先生颁发捐赠证书，柴德赓之女柴令

文、《光明日报》记者杜羽等见证了捐赠过程。应捐赠者要求，不举行相关仪式。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入室

弟子。民国时期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

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等职。柴先生致力于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

近 40年，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卓越的学术成就令人景仰。 

20世纪 40年代，柴先生曾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开设、讲授过多门与史学有关的基础和

专业课程，“清代学术史”乃其中之一。柴先生认为这是一门普通课，凡是学史学的人都应

该了解清代学术的成因、经过、成绩。因为清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传统学术最为发达的时期，

而且距离现代最近，影响也最大。此次捐赠的《清代学术史讲稿》手稿为当时的讲义，它不

但呈现了柴先生考察清代学术史的整体视野，而且提要勾玄、旁及贯穿，将清代的学术史与

清代的社会政治变迁相结合，将清代的史事与所身处的全民抗战时代相结合，充分继承了陈

垣先生读史、治史和用史的精神。2013 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由柴先生手稿和学生李

瑚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书稿——《清代学术史讲义》，为人们了解清代学术、清代历史又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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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津梁。 

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及江苏师范学院都讲授过“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深

受学生欢迎。但由于各种原因，相关书稿直至 1982 年才由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亲炙过先生

教诲的许春在、邱敏、胡天法完成整理出版，题名为《史籍举要》。后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

教学参考书，并于 1987 年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在学术界影响广泛。正如吕叔湘

先生说述：“有志于史学的人，手此一编，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对于著

者是一定感激不尽的。”此次捐赠的是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稿。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已藏有 200余种陈垣先生的著作手稿、抄稿及批校本，包括《通

鉴胡注表微》《释氏疑年录》等重要手稿。柴德赓先生手稿的入藏，以另一种方式再续了与

陈垣先生的师生情谊。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在馆藏建设过程中，注意征集有师承关系的

名家学术手稿，形成手稿的“朋友圈”，以期更好地保存学术的继承和发展脉络，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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