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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此書由編者收集的中國大陸期刊（1980 ～ 2020）刊發的王賡武先生的學術論文、演講報告、

主題發言、書評、書序及賀信等編撰而成。全書包括序言、正文、其他、附錄及編者後記。

正文部分為王賡武的學術論文和演講報告。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時間的先後基於兩方面

的考量，一是作者寫作發表的時間、一是期刊刊發文章的時間。這部分涵蓋了王賡武教授 1970
～ 2020 期間的主要著述。

其他為王賡武書評一篇、書序一篇及賀信兩篇。

附錄部分有三項內容，一是編者考察中國語境下對王賡武著述的選譯和傳播情況；二是編

者對收集的王賡武 18 部中文著作（1980 ～ 2020）的介紹，內容包括書名、著譯者、出版社、

出版時間、目錄、著者序言、後記、編者序言、後記、著者導言、結語等；三是王賡武教授給

編者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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