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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儒林(1903—1983)，字鸿庵，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族史学家、教育家。 

 

    韩儒林(1903—1983)，字鸿庵，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族史学家、教育家。 

    民国12年(1923)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预科，受陈寅恪、陈垣等名师指教，开始研究我国西北历史地

理。19年(1930)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22年(1933)取得比利时奖学金，入比利时

鲁文大学学习欧洲史及拉丁文，次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蒙古史、中亚史。25年(1936)回国，任燕

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抗战期间任成都华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34年(1945)后任中央

大学边政系主任。解放后长期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主要学术成就为利用中外文献资料考证突厥、蒙古历史及元朝史，发表论文数十篇，辑为《穹庐

集》出版，主编断代史《元朝史》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部分。在藏学研究方面著有《吐蕃王族

与宦族》、《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章嘉、土观、松巴)》、《〈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元朝中央政府是怎

样管理西藏地方的》等论文，对我国的藏族史研究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发表于民国 32年(1943)的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章嘉、土观、松巴)》一文，详述章嘉•乳必多吉对清代汉、满、蒙、藏民族间

宗教文化交流的贡献，以及清代驻京呼图克图的活动，以对照汉、藏、蒙文史料的方法，为清代中国民

族文化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发表于1959年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系

统论述元代宣政院的设置及其与藏族地区的3个宣慰司的关系，为研究元代西藏政治制度史奠定了基

础。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南京大学

博士生导师等职，为培养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人才和推动蒙古学、西夏学、藏学的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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