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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考古发掘。李济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对中国考古界产

生深远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

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

吴宓：(1894～1978)，早岁负笈清华，留

学哈佛，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

任，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

授。在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聘请王国

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任教，为国

家培养了一批一流学者。著有《吴宓诗文

集》、《空轩诗话》等专著，编写《世界通史》、《外国

文学》、《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等讲义和教材。

陆维钊：（1899～1980），1925年任清华

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助教。著名教育家、书画

家、篆刻家、学者和诗人。曾任政协浙江省

三、四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理

事。陆维钊以诗、书、画并著于世，他独创

的“陆维钊体”在书法界独树一帜。

梁廷灿：图书馆学家。梁启超担任清华国学

研究院导师后，介绍梁廷灿到清华大学图书

馆工作，并担任梁启超助教。主要著作有

《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宋词三种》、

《年谱考略》、《<疑年录>补篇》等。

赵万里：（1905～1980），1925年起任清

华国学研究院助教，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

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解

放后任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研

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1964年被选为第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当选为中

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主要著作有《校辑宋金元人词》、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代版本史讲义》等。

浦江清：（1904～1957），1926年入清华

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著名古典文学研

究专家，精通多门外语。曾任清华中文系代

理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讲授

中国文学史课程近30年。主要著作有《浦江

清文录》、《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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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

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

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与

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并称为

“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之一。中国

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政治评

论家。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以史学研究成绩最

著，先后撰写《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

学，发动“史学革命”。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尤

以散文影响最大。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

学案》等，著作集结出版《饮冰室合集》。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

静安，号观堂、永观。1925年受聘任清

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中国新学术的开

拓者，国学大师，甲骨四堂之一。生平

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

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

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评

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

陈寅恪：（1890～1969），1925年受聘

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著名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学术研究

中，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主要著作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

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

赵元任：（1892～1982），1925年受聘任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中国现代语言和

现代音乐学先驱，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

方音调查的学者。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

韵》、《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

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等。

李济：（1896～1979），1925年任清华

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著名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主

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

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教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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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善国：（1898～1986），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

超助教，著名汉字学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语言文字

学、文学、史学、经学等。在语言文字领域，贡献主

要体现在文字学的研究与教学方面。著有《中国文字之

原始及其构造》、《〈说文解字〉释要》和《〈说文解

字〉讲稿》等专著。

林志钧：（1878～1961），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

著名诗人、法学家和哲学研究者。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

部长，1949年后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曾撰有研究中国

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毕业生（部分）

徐中舒：（1898～1991），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

研究院，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曾任第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

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

考古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

员及顾问等职务。著作主要有《史学论著辑存》、

《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

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

典》等多种工具书。

王力：（1900～1986），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

究院，中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和中国现代语言

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

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务。为

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中国现

代汉语诗歌的写作提供了比较宽泛的基本范式。主要论著汇编为

《王力文集》。

高亨：（1900～1986），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

究院，是我国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

名学者。部分训诂成果被《汉语大字典》作为专门

义项收录，有《高亨著作集林》出版。

姜亮夫：（1902～1995），

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中

国卓越的教育家、楚辞学家、敦

煌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

一代国学宗师。著作《楚辞通

故》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

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吴其昌：（1904～1944），

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著

名历史学家，先后在南开大学、

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任教。除史

学外，吴其昌于训诂、音韵、校

勘、农田制度等亦有研究。主要

著作有《朱子著述考》、《殷墟书契解诂》以及

时论、杂文集《子馨文存》等。

姚名达：（1905～1942），

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

著名史学家。1941年在与日本

兵的战斗中牺牲，终年37岁。

成为为抗日捐躯教授第一人。

姚名达连续两次撰写系统的目

录学著作，尤其是《中国目录学史》一书，资

料详备，源流清晰，使目录学成为一把做学问

的钥匙。

古代哲学和法律的专著《汉律考》，稿久佚。与梁启超

先生交厚，编《饮冰室合集》。

马衡：（1881～1955），曾任教于清

华国学研究院，著名金石考古学家、书

法篆刻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解放

后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被誉为“中

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其主要著作有

《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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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侃如：（1903～1978），1925年考

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文史学家。解

放后，曾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兼图书馆馆长、副校长、《文史哲》

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

1953年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

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主要著作有：《屈原》、

《宋玉》，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

编》，与高亨合著《楚辞选》，与牟世金合著《文心雕

龙选译》《刘勰与文心雕龙》。译著有高本汉的《左传

真伪考》、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塞昂里的《法国社

会经济史》。

刘节：（1901～1977），1926年考入清

华国学研究院，著名文史学家，师从陈

寅恪，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在研

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方面有卓著

成就。主要著作有《洪范疏证》、《历

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

移殖史》、《中国语言史》等。

刘盼遂：（1896～1966），1925年考入

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

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一生从

事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尤精于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学

问，曾出版《文字音韵学论丛》等著

作。他还善于将小学的学问运用于笺释、校勘、辨伪、

辑佚、考古等方面，著有《论衡集解》，此书被叶圣陶

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而《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

笺》等著作，以及《穆天子传古文考》、《嫦娥考》等

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谢国桢：（1901～1982），1926年考

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史学家。解放

后相继在南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

会科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在明

清史、文献学、金石学和汉代社会学等

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撰写了《清开国史料

考》、《晚明史籍考》（解放后又两次出版了增订本）

等重要著作，编纂了《清初农民起义史料辑录》、《明

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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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1902～1992），曾就读于

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哲学家、教育

家、翻译家。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

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哲学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

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以及中国

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第

三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贺麟对西方哲学有很深

的造诣，是现代新儒家的倡导者之一。著作主要有

《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现代西

方哲学讲演集》等。

张荫麟：（1905～1942），曾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社会

经济史集刊》主编。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

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

相当涉及，一生著述甚多，《张荫麟文集》、《中国史

纲》（上古篇）于195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

罗根泽：（1900～1960），1927年考入清华国学研

究院，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以诸子学、中国文

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更为突出。主要著作有《乐府

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论集》、《隋唐文学批评

史》等。

周传儒：（1900～1988），1925年考

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历史学家。后

相继在剑桥大学、柏林大学学习，1936

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东北大

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系九三学社会

员，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英国史学会

理事、辽宁省史学会顾问、辽宁省政协

常委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字与

殷商制度》、《书院制度考》、《中国历史学界的新派

别、新趋势》等。

蒋天枢：（1903～1988），1927年考

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中国古代文学

专家。1943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

授；1985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

究所教授。蒋天枢在晚年全力搜集、整

理和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主要著作

有《陈寅格先生编年事辑》、《论学杂著》、《楚无辛

论文集》、《楚辞章句校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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