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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為慶祝馮其庸先生大壽，召開了“國學前沿問題暨慶祝馮其庸先

生執教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國學的傳承與創新(上下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周年

慶賀學術文集)(精)》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編，為本次學術會議提交的論文結集，全書圍

繞馮其庸先生的主要學術領域與貢獻，共分“紅學研究新視野”、“近現代國學的回顧與國學

學科建設”、“歷代集部輯論與文學建構”、“西域敦煌出土文獻研究”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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