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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各章内容，第一、第二章，分别讲古代史官、史家与史籍，是第一个时期；第三章至第五章讲马
、班吏学，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私家修吏及汉魏以后吏官制度，是第二个时期；第六章至第丸章，是分
别讲唐宋以后官史。私史、刘知级与章学诚之史学，以及清代史家成就，是第三个时期（按：这里需
要说明的是，初版时的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及《结论》，作者在出版修订版时删去，为恢复本
书在40年代的面貌，了解作者当时对史学趋势的认识，令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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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

作者简介

金毓黼是20世纪上半叶很有成就的史学家。他的《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在开创时期的代表性著
作，主要论述史官、史家、史籍的产生及官史、私史之区别；史学之重点在撰史、论史两个方面；撰
史途径中的两个转折；史料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等。
    
    金毓黻（1887-1962），又名毓绂，号静庵，斋名静晤室、千华山馆，辽宁辽阳人。
    1907年，毕业於辽阳启化高等小学，继升读奉天省立中学堂。
    1913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1916年，北京大学毕业。返东北，任奉天省立第一中学教员。其后任沈阳文学专门学校等校教员。
    1925年，任奉天省议会秘书。
    1929年3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
    1930年3月，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
    1931年3月，受聘为沈阳东北大学大学委员会委员。5月，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31年底，即“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为日军拘捕。
    1932年夏，为臧式毅保释后，任伪满奉天公署参事官。冬，改任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
    1933年10月，任伪日满文化协会理事，兼协会《满洲学报》主编。
    1934年秋，任伪奉天通志馆总篡，兼东北大学史地系教授。
    1935年1月，随臧式毅赴日本。
    1936年4月，复往日本。
    1936年7月，化名乘轮返国赴上海。随后靠蔡元培介绍，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任行政院参
议。
    1937年4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1月辞职赴重庆。
    1938年春，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
    1939年，在川北三台东北大学主持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
    1941年秋，任东北大学史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主任。
    1943年春，与李济、傅斯年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秋，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授。
    1944年4月，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5年9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仍任中央大学教职。
    1946年夏，随东北视察团前往东北，并兼教育部辅导委员会委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
代表，视察东北文物。
    1947年1月，辞监察委员及中大教授职务，改任国史馆篡修；4月教育部任为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
主任；秋，前往北平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并兼沈阳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
    1949年1月，国史馆驻平办事处并入北京大学，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并至辅仁大学兼课。
    1952年9月，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
    1962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有：《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总目提要》、《中国史》、《东北古印钩沉》、《辽
会要作法》、《东北通史》、《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
）等。编有《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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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

书籍目录

前言中国史学史重版说明导言第一章 古代史官概述第二章 古代史官与史籍第三章 司马迁与班固之史
学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第五章 汉以后之史官制度第五章 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
始末第七章 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第八章 刘知畿与章学诚之史学第九章 清代史家之成就附录 最近史学
之趋势结论金毓黻著述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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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

精彩短评

1、论文参考
2、这种考证类的书，实在读不下去了。
3、民国史学史著作的典范。
4、穿穴群书，纵横驰骋，资料翔实，议论明快，先生盖深得属辞比事之春秋教者也。吾读此书不唯
了解古代史学之发展，且得一窥先贤治学之方法，受益匪浅矣。结论部分明言史学之分期，且着墨甚
多，乃瞿氏不之一顾，反于前言中引先生日记及新版导言为说，以致其疑惑，颇疑其并未细读初版本
也。十二年七月四日记
5、有厚实的史料排列，也有作者自己的精到见解。一，掌握充足的资料很重要（根本）；二，方知
“治史当治史学史，为学则为文献学”乃不刊之论。因为时间太紧又毕竟专业所限，笔记没有做全，
以后要补回来（多半会忘了）。
6、有兴趣看看我国的史学发展,又并非历史专业人士,读金毓黻的书感觉不错,虽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
观,但读来收益多多.后来读了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又有另外一番体会,读读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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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算是够经典了，可能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看了一半，确实可以成为经典
，所谓经典就是对现在的前沿研究意义不大了，对于史学史的发展，完全按照梁任公划定的路线前行
，不过征引庞杂，有旧史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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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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