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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研究法》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
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
亦可视为作者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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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者简介

钱穆，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
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
年起定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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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书籍目录

序
第一讲如何研究中国通史
第二讲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
第三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
第四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
第五讲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
第六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
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
第八讲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
附录
略论治史方法
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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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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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章节试读

1、《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笔记-第62页

        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笔记-第71页

        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
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去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
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限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
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
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
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

3、《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笔记-第51页

        但话虽如此，当我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得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
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
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
了。在抗战后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州、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
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
早已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
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功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
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要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
，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然将仍嫌文献不足。这是一
个文化脱节的时代。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
都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是不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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