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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前言

我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这两年间，曾为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开设
“中国史学名著”一课程。第一年由听讲者随堂笔记，意欲汇集各本成一讲义，乃其事甚难。一则所
记详略互异，并有共同所缺，欲为补入，亦复追忆无从。第二年仍开此课，戴生景贤来旁听，携一录
音机，堂下照收录写出，由我删润，遂成此稿。故此稿乃一年之讲堂实录。每堂必标一讲题，然亦有
前讲未毕，后讲补述，此稿皆一仍其旧。亦有前后所讲重复，并有一意反复申明，辞繁不杀，此稿均
不删削。亦多题外发挥，语多诫劝，此稿皆保留原语。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
欬于一堂之上。最先本有通论读书为学方法一堂，戴生未加录音，今亦不为补入。然各讲时申此意，
读者可自参之。    一九七二年孙中山先生诞辰后一日    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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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内容概要

本书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扼要介绍了从《尚书》、《春秋》到《文史通
义》的二十多部中国史学名著。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
，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艺术的精神与大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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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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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中国史学名著》

书籍目录

自序 《尚书》 《春秋》 《春秋》三传 《左传》（附《国语》《国策》） 《史记》（上） 《史记》（
中） 《史记》（下） 《汉书》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 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 《高僧传
》、《水经注》、《世说新语》 刘知幾《史通》 杜佑《通典》（上） 杜佑《通典》（下）（附吴兢
《贞观政要》）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 郑樵《通志》 马端临《文献通考》 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 
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 章实斋《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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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孔子改制
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
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这样地讲下去
，讲到夏禹是一条虫，才引起人家讨厌。辨伪之学，便不再讲了。实际上，辨伪不该过分，但有许多
真伪还是该辨。如说《尚书》，我觉得即在今文廿八篇里还有很多不可信。如《尚书》第一篇——《
尧典》。近代有人写文章，辩护《尧典》里所讲天文如“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
。”等类，这些廿八宿中的鸟星、火星、虚星、昴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转移的。据现在天文学
考据《尧典》所云，却是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天文；至战国时候，则并不然。据此证明《尧典》不假
。大概这一套学问，在日本比中国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学知识，日本比中国发达，中国学者在此
方面还是根据日本人讲法。可是在我认为，科学知识比较专门，中国古人称之为畴人之学，譬如种田
，父亲种的田儿子继续种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此种学问，大概都是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亲传
给儿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尧舜时的天文，也可以是从古传下，
或在文字上，或在口传上。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一点知识便认《尧典》全篇可信，只能说《尧典》中这
些话有来源。其他的话，并不一定全可信。如尧传天下于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时兼百揆（就是兼宰
相之职）。命弃作后稷，这就是农业大臣。命契掌五教，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
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业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礼，命夔典乐，命龙
叫他做纳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这一点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问题。禹是夏代之祖，契是
商代之祖，弃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变成同时的同僚。这且不讲。特别重要的，舜时已有一个
宰相，又有管土地、管农业、管教育、管司法、管工业、管畜牧、管乐、管纳言的，共九职，此是中
国古代一个极像样、极有组织、有规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尧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有那么九部大臣，为
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春秋、战国下及秦、汉都没有？这不是历史上一大退步吗？舜时大臣
分九职，为什么下面从来没有？单据这一点，从舜到秦两千年的历史，变成无法讲、讲不通。所以我
只能说《尧典》是战国人伪造，舜官九职，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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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名著》由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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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精彩短评

1、宾四先生讲义改编而成，娓娓道来；而同时书的大小正合适躺在手掌中，阅读体验极佳。
2、钱穆无愧一代大师，学术考究校正的功力无人能及，对于历史根基浅薄的普通读者来说更是打开
了建立历史思维的大门，就像他自己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一棵榕树，分出去许多枝条，这本书也仿佛
一条枝干，顺着它可以慢慢浏览中国史家的经典与瑰宝，引人自己再去深入发掘。
3、啊我爱死钱老爷子了！人怎么可以聪明通透到这种地步！看待问题的视角我也很喜欢~
4、史书索引。
5、藏往知来。
6、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着眼于大局，起笔于微处，剖析至本质。
7、讀史書要讀到書背後的人。
8、钱老真爱中国 不只是论史
9、钱爷
10、照钱穆先生所说“读书”与“翻书”读了一大半翻了一小半~
11、书肯定是不错，只不过封皮有点小小问题——太容易磨损了。这个系列的书都是这样的封皮，希
望可以稍稍改进一下
12、老派大师风范
13、真是苦口婆心，不过看得也很没信心，因为我也是只会专注于小学浅学之流啊~~~康有为梁启超
，胡适鲁迅都躺枪啦~~~
14、本书是由课堂录音整理而来，听老夫子上课侃侃而谈唠唠叨叨千叮万嘱，颇有意思。书里除提到
尚书、春秋、二十四史等史书，一半篇幅在讲《史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文
史通义》等史学著作。要之史学终是一学问，不单是知晓历史上几件事、几个人而已。
15、高屋建瓴，醍醐灌顶。
16、唉。钱先生在这本书里暴露了很多问题，比如对世界史缺乏了解，比如趁机大黑特黑胡适之——
这不厚道。其他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些中规中矩的史学名著简解，唯在细微处见精彩。比如解“六经皆
史”那一段；再比如前面讲尚书辨伪那一段。
17、清晰透彻，大一时候看到就好了
18、建议先通读吕著中国通史和钱穆的中国文化精神
19、16书92。十六年前初读，八年前二读，今次三读。此次逐字逐句读完，感觉十分亲切，如同钱穆
先生在耳旁亲授。此书里至少有五处可见，钱穆先生不大看得起胡适。我想，这恐不是文人相轻的问
题，而是胡较之钱，于旧学确实欠缺不少。讲文化自信，首先还是得自己懂一些传统文化，不懂而拍
胸脯说自信，那只能叫自大。读钱穆先生的书，是可以养一些文化自信的。
20、自己列出的书单：尚书、春秋、史记、汉书、通典-杜佑；左传、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水经
注-郦道元、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王船山、明儒学案。
21、易懂，而且内容特别好，不得不佩服钱穆先生
22、但排版真的是超级舒服~开本其实可以大一些，现在的开本使得书有些厚，读久了手酸——其
实05年那版很好，不明白为何变了
23、重读一遍
24、不光是中国史学名著的介绍，更是中国古人做学问的方法，中西政治比较，中西史学观比较。看
看古人的治学精神，再看看今天的我们，汗颜啊！杜佑《通典》那两章写的真是好。但是文人相轻的
毛病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充分体验，大师攻击/看不起其他大师，好像没什么必要。综合四星半。
25、宾四先生的书感觉就是打通经脉。看书太慢了，确实是好书，此书是讲稿，中间贯穿了宾四的许
多治史方法，实在甚好。
26、有心读史，读钱穆先生的《史学名著》真是一个好的指引，书中先生对于做学问的种种要点详细
重复的阐明，还有先生所提倡的读书不光读书，还应该读书后面的人，这一方法贯穿先生上课的始终
，谨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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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章节试读

1、《中国史学名著》的笔记-第136页

        哈哈明明叫中華民國不能叫呆灣

2、《中国史学名著》的笔记-第5页

        鷟 zhuo（二声）明代梅鷟
＂疏证＂就是辨伪之义
璩 qu（二声）清代阎若璩

3、《中国史学名著》的笔记-第110页

        提纲
一、《汉书》的地位                                 
“迁固”、“史汉” 《史记》、《汉书》并称
第一部断代史
二、《汉书》的史料来源及成书过程
班彪-班固-班昭、马续
班彪“续史记”六十五篇
刘歆《汉书杂录》
《汉著纪》
三、作者批评
郑樵《通志》：“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两都赋》       
              《幽通赋》
《叙传》未提及其父，“司徒掾班彪”
“受金之谤”（《史通》）VS并无“征贿鬻笔之愆”（《文心雕龙·史传篇》）
重班固而轻崔骃，如叶公好龙 
当时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
四、《汉书》与《史记》比较
《后汉书》：“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其论议长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
◇非行文叙事之技巧，而在于作者见识与人格修养
司马迁《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
班固：龚胜，死节之士，“竟夭天年”
王章，杀身成仁，“不论轻重，以陷邢戮”
“彪识王命，固迷其纷”（《后汉书》）
◇文笔不差，缺在论史之精神
太史公书百代之下想见其人：《魏其武安侯列传》、李陵李广VS卫青
班固“有其事无其人”
案：《汉书》对《史记》的批评恰恰是《史记》特点鲜明之处。
《史记》多激愤之语，因司马迁对身世遭遇坎坷之人报以同情而为之列传，如《游侠列传》等，而《
汉书》则“杀史见极，平易正直“，追求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语言简练、体例严明。两者体现的史
观是不同的，老一辈学者有说“读汉书不读史记”
四、《汉书》对《史记》的超越
◇特殊事件（《史记》）vs专门之学，沟通古今（《汉书》）
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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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

封禅书vs郊祀志
平准书vs食货志
河渠书vs沟洫志
◇《史记》无，《汉书》添
《地理志》
《艺文志》（郑樵《通志 校雠略》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
《古今人表》

4、《中国史学名著》的笔记-第4页

        歆 xin（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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