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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研究导论》

内容概要

陈得芝所著的《蒙元史研究导论》系以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汉文史料部分
原由丁国范教授执笔)为基础修订增补而成。该书初版于1997年，2004年再版时《序说》部分没有进行
修订。最近十多年，蒙元史的汉文史籍又出了若干新点校、增补本或新发现的资料，蒙、藏文及其他
多种文字史籍也出有新的刊本和译本，中外学者的研究更有显著进展，新成果层出不穷。白先生总主
编的这部大型通史多达12卷22册，两版都是整部销售，对只需要断代史的读者不便。第八卷的《序说
》对中外多种文字史料和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有比较详细的评介，据反映颇适合于学生(
特别是研究生)作为入门书使用，所以抽出来作了较大幅度增订，改称《蒙元史研究导论》，单独刊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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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研究导论》

作者简介

陈得芝，1933年生，195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南京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学术成果除《元朝史》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外还有《蒙元史研究丛稿》、《蒙
元史研究导论》及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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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研究导论》

书籍目录

录
史料篇
第一章 汉文史料
第一节 《元史》
一、纂修过程
二、资料来源
三、《元史》的缺陷
第二节 政书
一、《元典章》
二、《大元通制》(《通制条格》)与《至正条格》
三、御史台文档汇编三种
四、《秘书监志》与《庙学典礼》
五、诏令·奏议(《历代名臣奏议》与《元代奏议集录》)
第三节 传记·别史
一、《国朝名臣事略》
二、《国初群雄事略》
三、《圣武亲征录》
四、《蒙鞑备录》
五、《黑鞑事略》
六、《平宋录》
七、《庚中外史》
八、《北巡私记》
九、《明氏实录》
十、《保越录》
十一、《高丽史》
第四节 地理图志
一、《大元大一统志》
二、《大元混一方舆胜览》
三、朱思本《舆地图》及其他
四、各地方志
第五节 行记
一、《西游录》
二、《北使记》
三、《长春真人西游记》
四、张德辉《纪行》
五、《西使记》
六、《真腊风土记》
七、《岛夷志略》
八、《安南行记》
第六节 笔记小说与类书
一、《齐东野语》
二、《癸辛杂识》
三、《归潜志》
四、《山居新语》
五、《庶斋老学丛谈》
六、《静斋至正直记》
七、《遂昌山樵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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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研究导论》

八、《农田余话》
九、《乐郊私语》
十、《辍耕录》
十一、《草木子》
十二、《事林广记》
第七节 诗文集
一、《国朝文类》
二、《天下同文集》
三、《元诗选》
四、《全元文》
五、别集
第二章 蒙、藏、畏兀儿文史料
第三章 域外文字史料
研究篇
研究者人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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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研究导论》

精彩短评

1、目录纲要
2、资料更新还是有些不及时，但对我这种对蒙元史不熟的人而言，还是较好的入门书。
3、目不暇接
4、导论
5、陈得芝先生，做人与学术一样，堪称perfect!如此谦谦君子，如此低调，如此学识渊博，是蒙元史学
界宝贵的财富。
6、#清理殺頭書# 類似“元史史料學”外加“研究概述”的入門書，對相關史料和現有研究有概況性
的介紹，還收入了一些新出成果。蒙、藏以及域外文字史料的解題，以及國外的蒙元史研究一章，大
概最見功力，可惜懂得少，不過是匆匆翻覽。p.s.其實《元史學概說》也大可以增補重訂嘛~~似乎有
些內容介紹得更全。
7、这种书真是不好看
8、书中有几处手民植误，将陈垣等大师的离世年份标注为1991年~~~
9、挺实用的一本书。
10、曾讀過中國通史相關部分。
11、对国外的史料和研究介绍确实很有用。
12、补记
13、為了準備一個美國蒙元史研究動態的報告翻出來讀的。確實是很有誠意的一本研究指南。這種書
應該每隔一段時間做個修訂增補，嘉惠學林。
14、作为迷迷糊糊的初学者，受益很多。
15、极佳的入门
16、目前最好的蒙元史研究指南。雖然史料部份可能有所不足，但陳先生的視野非常全面，對研究現
狀的把握最有發言權。
17、作者陈得芝是元史学界“二陈二周”中多种语言条件最好的，其中史料部分是在白版《中国通史
》元时期的甲编基础上稍做增改，研究部分比较丰富，但是有些小错误
18、2012年读的。谁让我对蒙古史感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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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研究导论》

章节试读

1、《蒙元史研究导论》的笔记-第134页

        “屠寄（1856—1991），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

吾犹及江 总书记之上台也。。。

2、《蒙元史研究导论》的笔记-第111页

        尼柯拉叶甫娜（М. Т. Николаевна）编集了一部《12-14世纪俄罗斯编年史故事》（莫
斯科，1968），摘录蒙古统治时代主要史料译为新俄文并加注释，便于参阅
1.不知道陈得芝先生是不是看走眼了。这部故事集的编者原名Татья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Михельсон，Николаевна显是父称，估计陈先生看的是图书馆的卡片目录或者电
子目录，目录里把俄罗斯人的姓氏提到前面了吧。

2.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请看这部“故事集”在Google图书上的页面：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RmU8AAAAMAAJ&amp;q=%D0%A0%D0%B0%D1%81%D1%81%D0
%BA%D0%B0%D0%B7%D1%8B+%D1%80%D1%83%D1%81%D1%81%D0%BA%D0%B8%D1%85+%D0%
BB%D0%B5%D1%82%D0%BE%D0%BF%D0%B8%D1%81%D0%B5%D0%B9+XII+-+XIV+%D0%B2%D0%
B2&amp;dq=%D0%A0%D0%B0%D1%81%D1%81%D0%BA%D0%B0%D0%B7%D1%8B+%D1%80%D1%83
%D1%81%D1%81%D0%BA%D0%B8%D1%85+%D0%BB%D0%B5%D1%82%D0%BE%D0%BF%D0%B8%D
1%81%D0%B5%D0%B9+XII+-+XIV+%D0%B2%D0%B2&amp;hl=zh-CN&amp;sa=X&amp;ei=3wm2T4X2G
LGQiAf5mYXWCA&amp;ved=0CDkQ6AEwAA

注意页面下方的版权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该书属于Шко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中小
学文库）丛书，出版社是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出版社（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打
个比方，这本书就好比满大街贩卖的“新课标”之类中小学读物中的一本。

哄小孩的东西看看可以，怎么能拿来做史料呢。退一步说，改编本、简写本再好也不是一手史料啊。
即便是熟读《莎氏乐府本事》这样上乘的改写本，也不能研究莎剧不是？

要搞金帐汗国史，学古俄语才是正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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