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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读本》

内容概要

本书具体说为：诸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古代历史理论与史
学理论、近代以来从历史观到史料观念的转变、中西史学之交流与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
现代史学家的个案研究等问题，都更为研究者所重视，史学史研究呈现出充满活力、不断深入的发展
态势。这是本书选编论文时所考虑的重点。
　　本书选取论文的宗旨，重在典型性、开创性、多样性和规范性。限于编者的水平，不能说完全达
到了上述要求，但至少可以说是以此为选文目标的。这样做也存在着不足，即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一
些重要的史学和某个时代的史学未能涉及；中西史学中研究方面的入选论文在数量上显得不均衡。由
于篇幅所限，尚有许多优秀的论文未能选入，这是编者至为遗憾的。作为弥补的手段之一，是在每篇
论文后列出了若干“参考论著”，但这也仅是围绕该篇入选论文的研究内容而言，旨在为有兴趣的读
者进一步阅读提供一个参考，远不能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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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读本》

作者简介

张越，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著有《中国清代思想史》、《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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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郭双林
说“疏通知远” 白寿彝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 瞿林东
经学与史学 钱穆
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 杜维运
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施 丁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陈其泰
六朝时期的文史之学 胡宝国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杨翼骧
魏收之史学 周一良
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 金毓黻
清代国史馆考述 乔治忠
章学诚的史学 内藤湖南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罗志田
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 胡逢祥
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王学典 陈峰
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 柯林武德
传统与古典史学家 莫米利亚诺
谱系：中世纪历史叙述中的形式和功能 斯皮格尔
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 张贵永
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 伊格尔斯
文明史 古奇
布罗代尔：历史学家；“局势中的人” 沃勒斯坦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 张广智
编后记 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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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曾说，有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课题选择上存在四个方面的缺
陷，其中之一是对“食货之学”亦即社会经济史的忽略。占据史学界主流地位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史料
学派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同样无所作为，其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均无意于此。尽管胡适在
其“中国文化史”撰述计划中列有经济史一项，但他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思想、考据方面，经济史远非
其意向所趋。顾颉刚固然承认“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并提议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
，可他未能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自己的研究，其研究中心和成就所在依然是“疑古辨伪”。如此看来，
前代学者和史料学派所遗留的空白只有靠唯物史观派来填补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唯物史观派学人为
此付出了巨大的学术努力。    在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对
殷周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予以充分的注意。在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他对作为“生
活的基础”的渔猎、畜牧、商旅(交通)、耕种、工艺(器用)诸项目作了大体勾勒。在第二篇“《诗》
《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较为详尽地考察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
”时期社会生产方面出现的巨大变化，他认为其时工商业已相当发达，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农业更有大幅度提高，这构成了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到了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作者将商
代“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置于醒目的位置，作了重点论述。他指出：“物质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现
象的基础”，“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业”。郭沫若从卜辞中寻觅出社会经
济生产的踪影，对渔猎、畜牧、农业、工艺、商贾五项分别作了论列，把商代产业的总特点归结为由
畜牧业向农业过渡。    郭氏此书，旨在研究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史，它对作为社会史基础的经济史特
别关注，具有开风气之功，为后起的唯物史观派学人所效法，成为此派史学的基本倾向之一。    社会
经济史研究在唯物史观派撰著的几部通史作品中也有集中体现，尤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翦
伯赞的《中国史纲》最为突出。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唯物史观派创制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
通史。由于是草创之作，其结构还不十分严整，但基本上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经济史
位于基础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例如论及唐代历史时，范文澜专设三节分别考察了初唐、中唐
和晚唐的经济状况，揭示了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盛衰空前嬗变的动因所在。关于初唐，他叙述了均
田制、租庸调制、商业、工业、货币、户口等方面的具体情形，说明盛世局面的出现确非偶然；关于
中唐，范文澜追踪了主要经济制度、经济因素的变迁，将之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关于晚唐，他
继续以论析当时的经济情况为先导，进而描述了唐王朝趋于溃灭的命运。与此相一致，范文澜在记载
和分析其他历史时段时，遍采史料，对经济因素施以浓墨重彩。正如有关学者总结的那样，范著的特
点之一便是“重视生产斗争”，其用语虽尚待斟酌，却也不失为一种卓识。    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
简编》交相辉映、合力塑造唯物史观派“通史范式，，的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此书的结构已趋
于成熟，它的每一个叙事单元基本上都是三大板块，而且这三大板块之间并非平列并置，而是由底至
上，梯度推进：经济史一政治史一文化史。在内容上，社会经济史的内容极为丰富，政治史、军事史
、事件史、精英史等内容被大幅度压缩。以《先秦卷》春秋战国部分为例，这一时期，是政治军事斗
争最为激烈、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政治军事方面的资料，《左传》等书又记载颇详。但翦伯赞仅
以10页的篇幅就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间血与火的搏杀交待过去，而在论述“春秋、战国时
代的社会经济构造”时，他却用了21个页码，许多在传统史家笔下鲜见的经济史内容毕现于书中。不
仅春秋战国时期如此，翦伯赞所论述的各期历史均如此，甚至在描述传说中的“前氏族社会”和“氏
族社会”时，他也对那些若隐若现、似有若无的经济史资料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钩稽。P.26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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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读本》

编辑推荐

本书精选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内容以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主，兼及西方史学史研究。如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以来从历史观到史料观
念的转变、中西史学之交流与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现代史学家的个案研究等问题，是本
书选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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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选的几篇文章都还不错，杜维运的注释不错，杨翼骧和金毓黻的风格比较浅简易懂。。
2、一本不错的书，特别是陪同史学史学习过程中，作用不敢称得上多大，但是大师们考据的精神却
在我眼中熠熠生辉~
3、权威文章，或者说是当今诸多史学理论和研究的源文章。读过本系列的书，相当于历史学本科专
业毕业啊
4、搜集了较权威的大家的重要篇目，而且不很长，方便入门阅读。
5、考研教材
6、属于学术论文范畴，不是普及文章。不敢妄加评论。
7、读本系列，这套丛书立意不错，做到了专业性和普及性统一。
8、枯燥，读进去倒也饶有兴味。
9、编书颇能显示编者的水准和视野。
10、几篇中国学者的就要差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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