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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史》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史学史》记载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的传说。根据古籍的记录，远古人类“长幼侪居，不君
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居住在南方“祝发而裸
”，在北方“鞨巾而裘”。又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饥即求食，
饱即弃余。”《吕氏春秋》记载较为具体：“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无兄弟夫妻男女
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屦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
”。
史学界对远古的传说进行了评论。《中国史学发展史》说：“远古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的社会面貌，透露了一些原始社会的历史意识，是历史记述赖以发生的前提。”《中国古代史学史纲
》称：“远古传说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从史学的角度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透过远古历
史传说，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些原始社会的史影。

Page 2



《中国古代史学史》

作者简介

傅玉璋，1926年12月生，河北新河县人。中共党员，汉族。1953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大学任教。现
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朱元璋研究会顾问、安徽省历史学会顾问。曾兼任安徽省文物
指导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古籍整理编审委员会委员、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1988年当选
为合肥市第十届人大代表。曾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史及明史专题等课
程。著有《明史散论》、《明清史学史》，合著《简明中国古代史》，主编《明实录安徽史料》、《
明实录安徽经济资料类编》。发表《王劭的隋书与齐志》、《刘知几的史学思想》、《郑樵在史学上
的贡献》、《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等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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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史》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史学的萌芽和建立时期——周秦两汉的史学第一章  史学的起源和史官建置一、远古的传说二
、记事方法三、史官建置第二章  周秦时期的史学一、《尚书》、《周书》、《春秋》二、《左传》
、《国语》三、《战国策》、《世本》四、《穆天子传》、《山海经》五、《吕氏春秋》六、周秦史
学的成就第三章  两汉的史学一、纪传体通史的创立——《史记》(一)《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二)《史
记》的特点(三)司马迁在史学上的地位二、纪传体断代史的创作——《汉书》(一)《汉书》的作者班
固(二)《汉书》的特点(三)对《汉书》的评价三、《汉纪》(一)《汉纪》的作者苟悦(二)《汉纪》的内
容和特点(三)后人对《汉纪》的评论四、《东观汉纪》五、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和《别录》六
、两汉史学的成就第二编  史学的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史学第四章  魏晋的史学一、三国时期的
史学(一)三国史的记注(二)古史的研究(三)汉史的研究二、两晋时期的史学(一)晋史的编写(二)三国历
史的编写：陈寿《三国志》(三)汉史的编纂(四)《竹书纪年》的发现(五)地区历史的编写：常璩《华阳
国志》第五章  南北朝的史学一、南朝时期的史学(一)刘宋的史学(二)齐代的史学(三)梁代的史学(四)陈
代的史学二、十六国的史学三、北朝时期的史学(一)北魏的史学(二)北齐的史学(三)北周的史学四、魏
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成就第三编  史学的昌盛时期——隋唐两宋的史学第六章  隋唐五代的史学一、隋
代的史学(一)魏澹《魏书》(二)李德林《齐史》(三)王劭《齐志》与《隋书》(四)地志书(五)类书二、
唐代的史学(一)前代史的编订(二)史学评论专著的出现——刘知几《史通》(三)典志体史书的创立——
杜佑《通典》(四)地志书(五)类书(六)其他：史汉三史的注三、五代的史学(一)五代十国编纂实录(二)
刘昀等《旧唐书》第七章  宋代的史学一、前代史书的编修——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二、旧史的重
订(一)欧阳修等《新唐书》(二)欧阳修《新五代史》三、编年史的发展——司马光《资治通鉴》(一)编
写的目的和方法(二)《资治通鉴》的特点(三)《资治通鉴》的缺点四、在《资治通鉴》影响下编写的
编年体史书(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四篇  史学缓慢发展
时期——元明的史学第八章  元代的史学第九章  明代的史学第十章  明代的野史及其他第五篇  史学的
兴起和繁荣时期——清代的史学第十一章  清代前期的史学第十二章  编年、纪事本末、学术史、丛书
、类书的编纂第十三章  方志、典型体史书和目录学第十四章  史评专著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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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史》

章节摘录

一、南朝时期的史学(一)刘宋的史学范晔《后汉书》  自汉中兴以后，司马彪、华峤写史以来，作者相
继，出现十几部后汉书。晋东迁之后，史籍遭到严重的破坏，三存其一。到宋宣城太守范晔，招收人
才，收集旧书，删烦补略，作《后汉书》，以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二百年的历史。范
晔(398-445年)，字蔚宗，祖籍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内乡县)人，后迁山阴(今浙江绍兴)，他的祖父范宁
，为晋豫章太守，长于经学，父范泰，为宋侍中、左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对经学也有研
究，写《古今善言》二十四篇。范晔出继从伯范弘之家，范弘之也以儒术知名，做过太学博士。这样
一个家庭，给范哗的史学思想带来很大影响。范哗少年时代，刻苦学习，博览经史。《宋书》本传说
他“为人多才艺，博涉经史，喜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①。曾在刘裕之子义康部下为冠军参军。
到刘裕代晋称帝，刘义康封彭城王，范晔为兵部员外郎。《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
百篇，十志未成而卒。到了梁朝，李贤、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把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
补充到范哗书中，宋真宗以后，才合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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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史》

后记

我于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开始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两年后因调到安徽省高校专门从事
中国古代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中止了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1979年安徽大学重建历史系后，决定设
置史学史课程。我遂重操旧业，对中国史学史作进一步探索，并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拜访我的老师—
—尚钺先生、曾宪楷先生，他们对我的研究进行了多次指导，又蒙家父傅振伦先生赐予1948年在东北
大学讲课旧稿——《中国史学史大纲》及有关资料，经过两年多的钻研、思考，终于完成20多万字的
《中国史学史讲稿》。从1980年秋，我开始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课
程。在讲课过程中得到同行友好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他们先后从四面八方寄来了十几部史学史专著，
介绍研究史学史的信息、编写讲稿和出版史学史专著的经验，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永志不忘。他们是：
中山大学教授曾庆鉴学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陶懋炳先生，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董克昌学长，华中师
范大学教授邹贤俊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蒋大椿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瞿林东
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吴怀祺先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连科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李华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汝丰学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潘德深学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晓
明先生。寄来的珍贵资料对我研究史学史有很大帮助，在成书过程中，吸收了各位专家研究的成果，
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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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史》

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史学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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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史》

精彩短评

1、本校的老前辈，傅玉璋老先生的父亲是傅振伦，两个女儿傅正和傅样也都在安徽大学教书（傅样
老师还给我上过应用文写作课），真是让人羡慕的学问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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