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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入门》

前言

一、本书内容以研究历史学的方法为主，理论为辅。二、本书内容以研究中国史为主。三、本书取材
于国内外学者之相关著作及作者多年来的教学心得编撰而成。四、本书共20章，重在说明研究历史学
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并论述中外学者所说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史学论著的写作方法与体例，介绍目前
欧美学者研究历史科学发展的方向及几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以供大家参考。五、编撰本书时，承蒙日
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松浦章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先生，北京大学图书馆沈
乃文先生及淡江大学人事长、历史学系教授罗运治先生提供许多相关资料，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在
此谨致深忱谢意。

Page 2



《史学入门》

内容概要

《史学入门》为明史研究专家，取材国内外学者之相关著作，及自身多年教学心得编撰而成，以研究
历史学的方法为主，重在说明研究史学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并论述中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史学
论著的写作方法与体例，最后则介绍了当前欧美学者研究历史科学发展的方向，及几种重要的研究方
法，供入门者参考。读书重在得道，不懂研究的方法，会读一辈子的书却终不能入门。

Page 3



《史学入门》

作者简介

郑樑生，明史研究专家。桃园县杨梅镇人，先后毕业于台北师范学校、台湾师范大学、日本国立东北
大学，获日本国立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修明史、日本史、中日关系史。曾任“国家图书馆”主
任、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著有《明史日本传正补》（1981）、《元明时代东传日本的文献》（1984）
、《明代中曰关系研究》（1985，日文版于同年由东京雄山阁发行）、《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
十一集（1990—2001）、《日本通史》（1993）、《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2000）、《中日关
系史》（2001）、《日本史》（2002）。编校《明代倭寇史料》一～五辑（1987—1997）。翻译《清代
水利社会史研究》（19 9 6）、《东北军阀政权研究》（1998）等，凡40余册，另有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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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入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历史学的方法论——前言  第一节 史学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历史学的内容第二章 历史研究的准
备工作  第一节 一般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 基础知识第三章 辅助历史学的学科  第一节 历史学与各学科的
关联  第二节 研究中国史所需的辅助学科知识第四章 史料学  第一节 史料的定义  第二节 史料的搜集第
五章 史料的分类  第一节 学者们对史料分类的意见  第二节 史料分类问题的探讨第六章 史料的鉴别  第
一节 史料鉴别的先决条件  第二节 史料的外形鉴别 第七章 史料辨伪  第一节 辨伪方法  第二节 讹误问
题第八章 史料的来源考证  第一节 外部考证  第二节 内部考证第九章 史料的内容考证  第一节 可靠性的
考证  第二节 史料的性质第十章 史料价值的差异  第一节 史料的分等  第二节 对史料分等的批判第十一
章 “史料的解释与利用  第一节 史料的解释  第二节 史料的利用 第十二章 史料的连贯与历史意义的把
握  第一节 史料连贯的结构  第二节 历史意义的把握第十三章 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方向  第一节 史学
研究的新方法  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十四章 历史的题材与思维  第一节 历史学的题材  第二节 历
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第十五章 历史研究的对象  第一节 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各种学说  第二节 历史研
究的对象与出路第十六章 史学的功用与史学家的修养  第一节 史学的功用   第二节 史学家的修养第十
七章 史学评论与历史人物评价  第一节 史学评论  第二节 历史人物评价第十八章 治史与史学家的责任  
第一节 治史的方法  第二节 史学家的角色与责任第十九章 论文的写法  第一节 如何写吏学论文  第二节 
论文体例第二十章 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  第一节 比较研究法  第二节 计量研究法  第三节 系统研
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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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入门》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学的方法论——前言第一节 史学理论的发展一、史学理论的进步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历史
，我们所说的历史，只限于人类的历史，本书所说的更以中国史为主。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它的优良传
统，主要是讲研究法。这是基本训练，不懂研究的方法，会读一辈子的书却终不能人门。历史是一门
揭示社会进步形式的多样性的科学，是一门为弄清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走过各种复杂道路的科学。
它也像任何一门科学似的，如不把客观知识加以系统化，不将经验资料进行理论概括，如不从揭示所
研究的那些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着手，从而深入到那些现象的实质中，它便不能存在。人类社会的发
展是杂乱无章，还是依一定规律进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是完全独立地脱离其他
国家、民族、部落而孤立发展，还是不论其千差万别，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对这些问
题，曾有不少人提出来进行探讨。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以至整个
社会来说，满足其基本需要的，除精神外，首先是食物、衣着和住宅。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仍然是他
们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历史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释各种各样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
是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关系是怎样形成的？19世纪以后，历史学已有显著的进步而形
成一种科学，从而历史的方法论（methodology），即历史学研究法，也被精密地考虑。历史的研究虽
自古即有，当时便已有与历史相关的图书问世，至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历史学便逐渐进步，有关历史
方法论的著作亦相继出现。不过，那些理论被有系统地串联起来，却是19世纪后半叶以后。然而，历
史学并非因历史学研究法成立后方才发达。所谓历史研究法，乃是对经由曾留下辉煌研究成果的尼布
尔（Niebuhy，1776一1831）、兰克（Ranke，1795—1886）及其他许多史学家实际采用的研究方法，所
作的统一而有组织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法的成立，并非历史学发达的原因，乃是其结果，此
与先有语言后有语言学、先有文字后有文法之情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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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入门》

编辑推荐

《史学入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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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入门》

精彩短评

1、如果四年前看了，肯定会受益匪浅的
2、对我来说有用
3、恩，讲得很有条理，很好的入门教科书。主要是这是10年暑假邓涛哥带我到川大望江图书馆借的
4、浅显易读，是了解史学的必读入门书。
5、一些看不懂 搞好历史真难
6、大致讲了史学研究涉及到的各个方面，培养一些就学科而言的大致印象而已。
7、从第十五章看起即可
8、包装精美，内容详实，不错的入门书籍。
9、专业性太强，我只是想了解如何正确的读历史书，它告诉我怎样鉴别史料
10、内容不错，适合初学者阅读，
11、读到一半搁置了。书店偶见，只略翻目录，貌似不错，正为我所缺。
12、不是很好的一本书，内容只是大略介绍，没有什么具体而微的东西，对中国很多史料的阐述明显
不够
13、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通篇极其无聊吗？
14、此書將史料放在核心，更合我意。我以為史學訓練的核心是史料訓練，舍史料無史學。只有對史
料吃透才能有發明有洞見，陳寅恪陳垣等治史無不如此。而當下的史學教育過分強調創新，而忽略基
本史料訓練，以致許多著作以論帶史，硬傷不斷。當然史學畢竟不是文獻學，義理的闡釋確實是高於
事實考據，但這也必須是在對史料的推敲把握上進行解釋而非自己建構一個理論再將史料套進去。
15、正在看，研究历史的基础读本，比较好。作为历史爱好者，增长基础知识而已。
16、可以，值得拥有，受益匪浅
17、逃不出的意识形态。感觉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会丧失很多趣味。
18、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像翻版.纸张很差.内容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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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入门》

精彩书评

1、中间很多理论看不下去，看着犯困。有些话还是很有收获的。如：读书不能带着已有的观点去书
里找材料，要收集相关材料来得出结论。我写的本科毕业论文正是犯了这个错误。后面关于读书/写论
文的有些也很有用。如：论文题目选择：1从读书、听课中发现问题（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容易发
现问题的）2从旁人论文中受到启发发现问题3从社会需要或现实生活中找问题还知道了东京大学的《
史学杂志》每年四月号会刊载前一年世界各国历史学家所研究的重要成果与重要学说今天下午刚看完
的书，现在大概也就记得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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