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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三书》

内容概要

严耕望先生是当代史学名家，治学一丝不苟，规模宏大且考证精密，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
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著者不矜
其能，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
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
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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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新亚研究所
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秦汉—唐）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中国地方行政制
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史研究从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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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
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
的较具体的规律。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一）要&ldquo;专精&rdquo;，
也要相当&ldquo;博通&rdquo;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ldquo;
精&rdquo;与&ldquo;通&rdquo;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
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
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其实，
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
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
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
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
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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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治史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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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历史的入门，或者做学问的入门
2、严先生的这本书读来对我的震撼极大。这也许是时代的变化吧，现在的我们再也不能像严先生那
一辈的人一样，那么专注于学术，学习的氛围想来必定比我们的要好出太多吧~这本书适合所有学习
历史或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不论什么时候读来总觉得对我都是启发良多。
3、宁滞毋敏，慎戒执著！更应该三年前读，惭愧！
4、读的台版
5、个人感觉太专业了，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读起来很吃力。但涉及到治学修身方面的内容还是挺通
俗挺好的。
6、非常好!又是一本治学的书，涉及方法，更重要的是精神。很久都没有读书所产生的震撼感了，读
到中间，哭了两回。还是那个时代的学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他们的读书生涯和治学态度，
值得学习。学习并不是效仿，一年多后我逐渐意识到了critical thinking和注意怀疑的态度。经济学的假
设是个人行为的理性，这也将影响到我读书的态度和看法。有计划看严先生关于制度史和历史地理方
面的著作。
7、金针度人，
8、部分内容相对专业一些，不过史学家的精神与责任渗透在字里行间。
9、颇有收获。钱穆高徒。对一个细节印象较深，严耕望认为研究历史天赋固然重要，但是刻苦更重
要，他认为自己就是天赋不好的那一类。说的真诚，自勉吧。
10、其实最感动的还是他写的和钱先生的往事
11、讀過，只記得了個書名
12、樱花又快开了，沉痛悼念武大宿舍
13、学史如何学，严耕望先生说得十分清楚明白~
14、中国史治史心得，平实严谨，又附有很多对旧时学界人士（如钱穆）的回忆
15、酣畅淋漓。三观得到了矫正
16、老师说的没错，学历史入门晚的应该看一看（入门早的就不用了！）。
17、很好
18、＂精读。粗读。检读。泛览。＂此法当效，用来mark豆瓣＂读过＂好，（对这个词很惶恐，何为
读过？尤其大书，朱子曰看不若读，翻过可称其为读乎？）此书可作为方法论读，一代学人之学养、
精气神可窥矣！叹号含情，简切有质。
19、做学问
20、就本书内容而言，第一部分的治史经验谈侧重方法论的介绍，对于学术最为有用；第二部分的治
史问答则从严先生的经历为问题的线索，给出一些具体的阐述；第三部分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则类似
人物传记，一记钱穆，二记自身，此则更偏于如何做学术人一问题了，但是亦颇有收获。严先生一生
治史不辍，更不问其余，他的这份“宗教性”的史学情怀（余英时语）让人感佩。此种古典之风，今
人学者恐怕难以望其项背。即便当时，钱穆对于未能入选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名单也耿耿于怀，愤慨难
当，可见不问世事何等艰难。不过钱先生一生有严耕望与余英时两大弟子，当可无憾了。事实上，我
认为钱穆固然学术造诣极深，但有今日之影响，实难脱此二弟子之张目也。
21、只看了后两书，感觉归田先生治学的确踏实，亦极有韧性和毅力，特别是那种纯学术的治学精神
值得敬仰。第三书谈钱穆诸师，写得朴实而真挚，让人心生暖意。至于书中谈到的治学方法，个人以
为还是因人而异，择善而从为好。最后，严先生的朴实，好几次让我在阅读中开怀大笑。
22、自己在史这一方面还很缺乏训练，读读前辈的研究笔记吧
23、严老先生的之学根基基本可以归纳为“求真”，一是对史料的采用和分析上，二是对问题的研究
和把握上。当然，在为人处事上亦不是本心。余英时称其为“朴实的楷模”，的确不为过。求真虽然
不能让其超越其师钱宾四，但完全可以奠定其在擅长领域的不可撼动地位。不过，他仍感慨气魄不够
，自谦自己是二流学者。可见，心气、胆识之于为学何其重要。
24、真的是治学才看的，对看历史故事的我来说只有两星评价了。见者勿殴
25、条理分明，质朴亲切，金针度人，史家风范！
26、亲切平易、宏深厚实、志存高远、情怀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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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前两篇极有启发，特别是前辈学者的严谨令人动容。第三篇由于钱先生本人已经有详尽回忆，价
值相对较小。
28、恒
29、治史必读，启发很大。
30、静
31、如沐春风。读过这些文字时，照见了自己心里的浮躁，惭愧。
是本有营养而又有趣的好书。
32、: �
K092/1250-1
33、罵人不少，哈哈。
34、言言恳切，金针度人，恨不早读。
35、谆谆教导，不过有些思想需要发展。
36、这大概是上大学后读的第一本历史书～
37、导师赠师兄，再由师兄荐书，彼时正在读《古籍整理概论》。缺乏古文阅读能力的门外汉只管囫
囵吞枣地硬读二书所举的例子(非常心甘的一种不自量力)，因为二书对于方法和态度总能说到心坎上
，可以作一类比去思量，也很让人暗暗长志气。如果有幸能迈过学生到学者这道坎，还要回头再读一
遍。
38、简单易读，深入浅出，尤其第一部分
39、做什么都要静下心就好。
40、平实之作,值得一读
41、虽然例子并不熟悉，但，方法可以借鉴的说。
42、絕對牛逼的書。問題是我藉給別人了，人家不還我
43、严耕望虽说是钱穆的学生，但治学却在陈垣一路。话说这种以勤补拙的学人，又让我看见了黎明
哈哈
44、一本静心的好书
45、讀過。貴在真誠，且無保留。
46、对我启发不大，可能觉得很多理论听上去很对，但是要通过具体实践才能掌握。
47、2013.4.2重剑无锋
48、极佳。细读。
49、经典！！！！
50、欲学史的入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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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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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治史三书》的笔记-第91页

        在摘录的同时，就要考虑到此条的作用，以一两字识之，或在原文重要字句旁做一记号，以便将
来应用时触目即知其用处。

2、《治史三书》的笔记-第301页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
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
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但今天中国的史学界弥漫着“议论”，而“朴实”一途则
空前的寂寞。耕望是史学界的“朴实楷模”，现在他走了，这条路更空寂了。世有闻耕望之风而起者
，予日日引领而望之！ ——余英时

3、《治史三书》的笔记-第61页

        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小处着手，工作才能“充实”，从大处着眼，成果才有“光辉”
。

4、《治史三书》的笔记-第6页

        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

5、《治史三书》的笔记-第17页

        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兴趣自然浓厚，乐此不疲，
而且看书时就不会赶急了。若是每次只注意一小点，就不能随时看到有用的材料，久而久之，就兴趣
低落，而且急于翻得快，书也就自然看得不仔细。

要划定自己研究范围，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好胜。

更重要的是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门阶段。（着眼点为全盘认识，尽可能处处求懂
，不要只抱个题目翻材料）

6、《治史三书》的笔记-第4页

        (治史之法)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下下功夫；因守一定原
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
。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
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
一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辉心则心向往之而已。

7、《治史三书》的笔记-第282页

        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
。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钱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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