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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辞

衷心感谢云南大学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衷心感谢丽江市、丽江文化研究会、纳西族文化研究会、丽江市古

城保护管理局、丽江方国瑜故居管委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中共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教授十分关心支持纪念方国瑜教授的

学术活动。他一再强调：“方国瑜是云南大学建校９０年来最卓越的学术
大师，为云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教授为纪念文集撰写了序言，使我们明确：“纪

念方先生，就是为了共同去追忆云南大学不平凡的九十年历程，从中汲

取智慧与力量，沿着老一辈开创的道路，将我们的事业不断开拓前进。”

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何天淳教授主持了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３日在云南大学
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他说：“方国瑜先生是云南大学建校九十年来具有爱

国主义精神和改革精神的一代师表，是学术创新的一代楷模。江山代有

人才出，在云南大学九十年的发展史上，我们涌现了方先生等许多著名

学术大家，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一定会有更多的学术大家涌现，一定

会做出 ‘胜过前人’的光辉业绩。”

中共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昌山教授为筹办方国瑜诞辰１１０周年学
术研讨会出力甚大，并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丽江市纪念方国瑜先生诞辰
１１０周年研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先生是一盏学术明灯，
照亮了我们的探索之路；先生是一面学术旗帜，引领着后学不断前行。”

衷心感谢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段炳昌教授、副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罗群教授。在他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方国瑜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学
术研讨会得以顺利召开，纪念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感谢方国瑜先生的亲属方霭祺、方应祥、方福祺、徐兴祥四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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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谨向惠赠大作的各位专家学者、同仁师友深表谢忱。

《薪火相传　继长增高———方国瑜冥诞１１０周年纪念文集》的出版得
到云南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叶枫红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尽心尽力、尽

职尽责，铭感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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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勋

　　云南大学创办之初，即以 “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

融会贯通，造就专才”为宗旨。这是大学最基本的职能，也是大学的本质追

求。不言而喻，要肩负起这样的职责和任务，离不开名家大师。在９０年的
办学历程中，正是一批又一批名家大师，使得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大学，人

才辈出、星河灿烂、枝繁叶茂、基业长青，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闪耀出夺目

的光芒。方国瑜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方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民族史、地方史和边疆史地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完

成了 《纳西象形文字谱》《滇西边区考察记》《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云南

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滇史论丛》《云南民族史讲义》

《彝族史稿》等巨著，给我们留下了 《方国瑜文集》等鸿篇巨制，并创办了

《西南边疆》杂志，主持编辑了 《西南文化研究丛书》《云南史料丛刊》。他

的研究，体大思精，推陈出新，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永远耸立在２０世纪中国
学术史上的学术丰碑。他的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云南史料目录概

说》入选２０世纪中国百部学术经典，为世人所景仰。先生被学术界誉为
“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南中泰斗，滇史巨擘”和 “民族史巨星”。

方先生早年以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自励，在中华民族救亡

图存的艰难困苦之中，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辟了一条将无数学子引入科

学殿堂的学术之路。“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受无情打击和批判，但始终

坚持他热爱的学术研究，并表现出一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与风骨。晚

年的方先生，双目几近失明，但他仍坚持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数百

万字的学术巨著。１９８０年，方先生已时年七十有八，但他仍写道：“瑜年迈
力衰，惟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尚无迟暮之感，当与诸同道者黾勉从事。犹盼

完成八年规划之后，尚得余年，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绵薄之力，勿负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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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这是何等的精神，何等的境界。方先生在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学术丰碑

的同时，同样为我们铸就了一座永远的精神丰碑。

方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也是云南大学历史学科的开拓者和

领航人。作为历史系的一名学子，我无缘亲聆先生的教诲，深以为憾。１９８３
年，在云南大学６０周年校庆之际，方先生为我们做了一场精彩的专题学术
报告。不料，同年１２月，先生就与世长辞，令人悲痛不已。虽然现在已时
隔３０年，但回想起先生那次对我们的教导，仍如春风化雨，令人终生受益。
展卷细读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不仅受到知识的教育、智慧的启迪，更受到

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这其中，既饱含知识的力量，更寄托着先生对来

者的期望。

恩格斯在论述欧洲１４至１６世纪文艺复兴时曾说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
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

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的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今天，中国社会同样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

革，这同样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需要产生巨人的时代。时代需要巨

人，时代呼唤巨人。

当前，云南大学正朝着建设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区域性高水平大学这

一新的宏伟目标迈进。建设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区域性高水平大学，既是

云南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要实现这一

宏伟目标，需要产生像方国瑜先生那样的时代巨人。此时此刻，我们深切缅

怀为云南大学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学者，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

业与功绩。

方先生自１９３６年到云南大学执教，直到辞世，从来没有离开过云南大
学。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他钟爱的学术与教育事业，献给了为之努力奋斗的云

南大学。他的一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云南大学的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史。

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今年是云南大学建

校９０周年的庆典年，也是方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和辞世３０周年，为缅怀先生
的道德文章，弘扬老一辈的精神，激励后学，我们于３月２３日隆重召开了
“方国瑜诞辰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方先生，就是为了缅怀他在云南大
学建设和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做出的杰出贡献；纪念方先生，就是为了走近大

师，感悟大师，期待涌现出更多的名家大师；纪念方先生，就是为了共同去

追忆云南大学不平凡的９０年历程，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沿着老一辈开创
的道路，将我们的事业不断开拓前进。研讨会上和研讨会期间，大家怀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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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的崇敬之情，怀着对云南大学的关爱之心，或即席讲论，或贡献美

文，以纪念，以咏怀，以论道，以言志。现将这些纪念讲话、回忆文章、学

术论文汇编成册出版，借以表达对方先生的缅怀和敬仰。

相信读者一定会从这本文集中增进对大师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对时

代的认识，谨记方先生 “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谆谆教导，共同努

力，将老一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林文勋：云南大学校长，历史学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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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泰斗　滇史巨擘

———在方国瑜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张昌山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我国著名的历
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方国瑜教授诞辰１１０周年。
在此，我谨代表云南大学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丽江市委、

市人民政府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承办这次会议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

管理局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年３月２３日，在云南大学９０华诞校庆年中，我们曾隆重举办过纪念
方国瑜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丽江和云大，都不约而同地举办纪念先生的活

动，做的是同一件事，表达的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方国瑜先生早年师从钱玄同、刘半农、杨树达、梁启超、陈垣、赵元

任、李方桂等学术大师研读音韵、训诂、目录、语言、史地之学。先生在多

个学术领域都有非凡的造诣，尤其在中国民族历史、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历

史文献、东巴文化等诸多方面，著作等身，成就卓著，贡献巨大，享誉

学林。

先生谱写了国学研究的新篇章。在学生时期，先生完成的 《广韵声汇》

一书就堪称研究隋唐音韵和汉语史的创新之作，得到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诸导师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赞扬。马裕藻教授就曾说 “纵观全书，颇多心

得”，“允为创作”；“近代研究音韵学者，对于古声类之探讨，颇有长足之

进展，其有赖于此书之资助者，当非鲜浅”。 《广韵声汇》一书不仅是方先

生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毕业论文，而且是２０世纪汉语史、音韵学重要的
创造性成果之一，是中国音韵学研究史上不可忽略的标志性著述。

先生开创了纳西象形文字研究的先河。３０年代，方先生回到家乡，开始
了对纳西象形文字的研究。他收集整理纳西象形文字，用国际音标加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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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使之具有可读性，编成了世界上第一部 《纳西象形文字谱》，为后来中

外学者研究纳西语言和东巴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西方学者尊称为 “纳

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先生奠定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基础。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以后，方先生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学的领域里筚路蓝缕，开拓
前进，著述宏富，成就斐然。先生以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

地理考释》《滇史论丛》 《云南民族史讲义》 《彝族史稿》 《滇西边区考察

记》等一大批经典性论著，赢得了 “南中泰斗，滇史巨擘”的美誉。其中，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和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两书，入选２０世纪中
国百部学术经典，方先生成为为数不多的有两部著作入选的学者之一。

先生创建了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学说。１９６３年先生在庆祝云南大
学４０周年校庆学术会上作了 《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报告，明确提

出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进行系统

的阐述，是云南大学９０年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
原创性学术成就，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边疆发展有着重大

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学高身正，巨著煌煌，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伫立在２０
世纪云南学术的最高峰，他不仅是我们丽江和云大的骄傲，也不只是云南的

骄傲，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骄傲。

方国瑜先生１９３６年到云大任教，曾兼任文史系主任、西南文化研究室
主任、文法学院院长，至１９８３年去世，在云大整整工作了４７年，亲历和见
证了云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和成长历程。先生精研学术，乐育英才，在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学院治理诸方面，贡献良多，影响深远。云南大学今日

的成就，尤其是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的重大发展，便是得益于方先生

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能拥有方先生这样的名家大师，是学子们一生的幸运，

是云南大学永远的荣光。

时光流逝，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３０年了，我们敬仰先生，我们怀念先
生。先生是一盏学术明灯，照亮了我们的探索之路；先生是一面学术旗帜，

引领着后学不断前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纪念方先生，就是在此踏寻先生

的人生足迹与成长之路，就是来体验成就这位大师的故乡的美丽的山山水

水、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就是来感悟丽江这块神奇的土地。

我们纪念这位大师，就是要薪传他的学问，弘扬他的精神。先生的学问

博大精深，先生的精神刚毅坚卓。先生是人世的楷模、学界的榜样。我们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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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心向往之，更要努力为之，在传承中创造，以创造促学术进步，以创造促

文化繁荣，以创造促社会发展。

丽江地灵人杰，这片文化沃土曾产生过方国瑜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文

化伟人，让人景仰。如今，我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丽江人民是如此地重视文化

建设，如此地尊重名家大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丽江的明天必将更加人

才辈出，群星灿烂，会有更多的大师级人物在这里出现。

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张昌山：云南大学教授，中共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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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笃实　矩范千古

———在方国瑜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和仕勇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这句出自 《论语》中的名言，可以说是概括了方国瑜先生的生

平。方老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工作，尤其专注于云南民族史、地方史

的研究，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潜心钻研，取得了卓越的学术和教学成果，

在中国民族历史、西南民族史、民族语言、文字学、音韵学、方志学等方面

作出了震古烁今的学术成就。作为一名优秀的纳西族儿女，他用广博的知

识、科学的理论、前瞻的思考，严谨的态度为纳西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以学术的形式服务于家乡人民，让纳西民族文化更加灿烂地

展现在世人面前，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对于方老先生，

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更好地保护好、发展好、弘扬好民族传统文化，将方

老先生的学术和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当今社会，经济和文化日趋走向一体化，文化元素已成为产品竞争力的

核心要素，文化资源已成为发展和竞争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已成为劳动者

的首要素质，文化优势也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丽江市委、市

人民政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提出了 “文化立市”、打造 “文化硅谷”的战

略目标，更加有力地助推了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就丽江古城而言，民族文

化是古城的血脉、根基和灵魂，丽江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是体现丽江古城文化

遗产价值的重要元素，也是丽江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近年来，世界文

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通过加强知名品牌建设，全力保护尚存的，努力

发掘可现的，尽力显示曾有的，以 “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思路，不断扩

大丽江古城和丽江的知名度，为丽江创造了源源不断的 “眼球”经济，产生

了巨大的 “世界遗产”品牌效应。２００２年恢复修缮的 “方国瑜故居纪念

·４·



馆”，也已经成为丽江古城历史文化中一块不可或缺的品牌，激励着全市各

族人民以方国瑜先生为榜样，勤奋致学、勇于创新，使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地区经济跨越发展。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一堂，共同纪念方国瑜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这是丽
江文化发展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将以此次学术研讨会为

契机，依靠机制创新、科学规划、完善法制、挖掘内涵、保护生态、公众参

与等方式方法，通过 “政策引导、市场调节、行政干预”等措施，进一步做

好传统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和弘扬，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青春永驻、活力

迸发。

最后，预祝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和仕勇：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局长，丽江文化研究会、纳

西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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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巨星　文化丰碑

———纪念方国瑜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

杨国清

　　在方国瑜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的日子里，各位专家学者聚在方先生的诞生
地———丽江古城，共同缅怀和纪念这位先贤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首先我

谨代表丽江文化研究会、纳西文化研究会向莅临丽江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

老师们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感谢！全面继承他留给后人的这份珍贵遗产，充分

认识和运用他卓著的学术成果，深深铭记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突出贡献，大力

弘扬他高尚的为人为学精神，我想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方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民族史泰斗，尤其他对西南民族

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对西南史地研究都做出了开

创性、奠基性的贡献。就云南史地研究而言，他是最杰出的学术大师，“南

中泰斗”“滇史巨擘”。同时方先生是研究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大家，他

对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为民族文化的研究

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中他对东巴文化和纳西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最杰出的

范例。

方先生去世后，１９８４年１月，他的骨灰回家乡安葬，魂归故土。１月７
日，丽江各族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授予他

“纳西族人民的好儿子”的光荣称号。他毕生花费很大心血致力于东巴文化

和纳西文化的研究。他揭示了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走向，回答其根脉所在，

彰显其文化的精华，为这一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夯实了基础。所以，方

先生被誉为纳西历史文化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改革开放以来，丽江成为三个世界遗产地，成为享誉全球的文化旅游名

片。我们深切感受到丽江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是独树一帜的文化，而东巴文化

则是丽江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主干。纳西象形文字和古老东巴经典被中国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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