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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

内容概要

深厚的蕴藉，造就了独特的风格，材料精审，论断深刻，一本深入浅出的讲义，凝结了杨翼骧先生多
年的心血，寄寓了杨翼骧对史学史学科的所思所想所悟。杨翼骧是当代著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
领域贡献卓著，他在中国史学史史料的整理与编纂上做出了开创性成绩,并在研究中形成了特有的治史
精神和平实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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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翼骧（1918-2003）自20世4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史学史，是新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西南
联大、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主编了第一部史学史词，典《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
史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桃李芬芳，著述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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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史学思想的先驱 　　　（一）反封建史学思想的发展 　　　（二）外国历史的介绍与研究 　　
　（三）外国资产阶级史学著作的传入　　二、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 　　　（一）梁启超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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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国史的研究与著作 　　　（六）资产阶级史学的消极作用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1919年一1930年） 　　　（一）李大钊对于史学的贡献 　　　（二）郭沫若
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发展（1931年一1949年） 　　　（一）中国
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二）中国通史的著作 　　　（三）断代史的研究与著作 　　　（四）专
史的著作 　　　（五）毛泽东对于史学的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遍发展（解放后至“文革
”前） 　　　（一）中国史学会的成立 　　　（二）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 　　　（三）对历史重
大问题的讨论附录： 　1．漫谈治学与做人 　2．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发展及我的学习经历 　3．
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 　4．严谨治学，诚实做人——回忆我的父亲杨翼骧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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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

章节摘录

　　（四）司马迁的历史观　　1.对历史总的看法。对历史发展持变化的观点。司马迁自称写《史记
》的目的之一是“通古今之变”，他认为历史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变化也不
是突然的，“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所以研究历史要“原始察终”。这种历史观使他写历
史写得尽量完全。司马迁还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不是一个人所能阻挡的。他针对魏国政治家信陵君如
果在位就不会被秦所灭的论调，说“予以为不然”。他认为秦灭六国乃历史必然，非一人所能阻挡。
　　2.对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在当时大多数人不能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专记经济的。尤其在《货殖列传》中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论
证物质条件决定社会秩序。他引管仲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怎样重视物质经济
呢，他说要开发自然资源，“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举了齐国姜太公领导人民发展渔、盐、纺织
，使经济得到了发展。齐国由此强盛，“冠带衣履天下”。姜尚死后，齐国不重视经济而国力转弱。
后来管仲重视经济，帮助齐桓公称霸。又举吴王十年发展生产，打败越国。他说国家安富有三种途径
，一为本富（农业）；二为末富（工商业）；三为奸富（靠欺诈掠夺所得）。他说政府不能与民争利
，汉武帝盐铁官营，司马迁认为此乃与民争利，是奸富，不是好办法，他形容盐铁官营的后果为“苦
恶价贵”。司马迁还说“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上述对经济的看法是后来史家所不能比的。　
　3.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所褒的有：开国帝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秦始皇、汉高祖；爱国
人物，如楚国屈原，评之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赵国蔺相如评曰“名重太山”；反抗残暴统治
的人物如陈胜；循吏，“奉职循理”的官吏；游侠，评之曰“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成”。同情社
会下层人物。贬斥的有：残暴的统治者，如夏桀、商纣、秦二世；主要起了进步作用，但某些手段是
残暴的，如商鞅等；滥用民力的人，如蒙恬修长城、亭障、直道；汉武帝伐完匈奴又各处用兵，“兵
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酷吏；地方豪强等等。　　（五）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1.研究历史的意
义。司马迁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垂训鉴戒”的观点，他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述往事，思来者。”强调治近现代史，认为“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史记》
记秦汉史占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2.写历史的目的。其一是“究天人之际”。天与人的关系，以前
人对“天”的解释有三：天道，天命；自然界，天时；客观形势，时势。司马迁所指之天包括了这三
种意义，但主要的是指时势。其二是“通古今之变”，即“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始察终，见盛
观衰”。其三是“成一家之言”，有史家对历史的个人论断，顾炎武谓《史记》之特点为“寓论断于
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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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微言大义。
2、不過作者觀點有些舊了。這點要辨別。
3、这本书我是喜欢的，值得一读。但我收到这书的质量好像跟盗版似的，有点遗憾了。
4、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出现，当是在建国之后，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至今蔚然有所规
模。杨翼骧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者。先生自大学时代就对中国史学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一生的精
力尽在此学科，堪称一代宗师。现在国内中国史学史研究，除了北京师范大学之外，还有就是南开的
也是比较有规模的团队，这与杨先生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先生为人平实，文章亦是如此，但在这
平凡普通的为人处事中，却时刻闪烁着真知灼见。在读过杨先生的论文集（《南开史学家论丛 杨翼骧
卷》）后，我们对这一点将有深刻的体会。这部讲义是先生上课的内容记录，虽然简短，但是具体而
微，将史学史发展的脉络及其特色尽括无余；特别是附录的几篇文章，有先生的自述内容，对我们后
学者也是很好的借鉴，如何淡泊名利而潜心学术，我想不待多言，读了之后大家都会有所体悟的。
5、受限于时代
6、姜先生记笔记的时候应该还很年轻，出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出版时也不进行细心整理，不应该
。
7、看完觉得有收获 虽然之前看的电子版
8、初学者最适宜读的史学史讲义。
9、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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