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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玉华 （１９６５—），女，云南昭通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编者语：本期共刊发２篇论文，作者分别来自云南、广西。关于对郑天挺先生进行研究的论文已有很
多，但是从边疆史地的视阈对郑天挺先生的研究却非常少见。马玉华教授的这篇文章视角独到，较为详细

地梳理了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关注和研究西南边疆史地以及云南地方史的相关情况。刘超建博士擅

长研究近代中国边疆史，他的这篇论文选题也很新颖，较为深入探讨了民国时期广西迁移省会遇到的两次

纷争，并指出纷争实际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外在表现及其相互制衡的结果。

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马玉华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郑天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开始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曾收集、

整理西南边疆史地和云南地方史资料，并到大理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相关论文，其学术研究多有创获。

因为各种原因，他的一些研究计划未能全部完成。尽管郑天挺先生的学术专长是中国明清史，但他为西

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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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天挺 （１８９９—１９８１年），中国著名历史学

家、教育家。１９３３年任北京大学秘书长，１９３７年

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１９３８年到昆明，任北京

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１９３９年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１９４０年至

１９４６年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对郑天挺先生的介绍和研究，已有 《郑天挺纪

念论文集》［１］ 《郑天挺学记》［２］ 《郑天挺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３］ 《郑天挺先生学行录》［４］等论著出

版，就他 “崇高的品德、史学成就及其对北大及联

大行政方面的贡献”［５］，多有叙及。研究性的论文

除在上述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外，

主要有：杨志玖、冯尔康的 《＜探微集＞述略》［６］、

吴雯的 《郑天挺史学成就述略》［７］、林存阳的 《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