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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学三千年史》

内容概要

《中华史学三千年史》所要呈现给读者的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天才创造与智慧结晶的史学。在人类历
史发展的进程中，史学始终承载着十分重要的职任，人们通过史学记录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的
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并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自身的观念与行为，以保证社会的
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无论传统史学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
，还是现代史学的探寻规律以感知现实、洞见未来，都是这种职任的集中体现，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
科的终极追求。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视道德教化为天然使命。其最为常见的形
式是通过“记事载言”而“劝善惩恶”，使世人“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
自省。”毫无疑问，这种对遵德自律的表彰，对背德行恶的鞭挞，有着重要的道德垂范作用，它可以
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
潜在因素，使人文生态在风俗善、祸乱止中得以改善，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与社
会。

Page 2



《中华史学三千年史》

作者简介

李小树，1949年10月出生，四川天全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和中国监察史的研究与教学
。独立及与人合作出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反腐败与监
督通论》、《中国历朝行政管理》等著作十多部。发表《论中国史学发展的形态演进与特征变化》、
《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演进》、《班固受贿写史辨疑》、
《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魏晋南北朝民间史学活动探论》、《陈寿“谤议
”诸葛亮质疑》、《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
发展》、《11-19世纪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历程》、《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
学探论》、《论20世纪中国史学大众化的百年历程》、“李大钊史学理论蕴含的几个观念》、《论季
大钊在中国史学多元格局中的理论选择》、《关于“通俗历史热”的历史学考察》、《关于通俗史学
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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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学三千年史》

书籍目录

导  言　文明曙光中的历史记忆　——中华史学的萌生与初步发展成熟篇　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
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中华史学　第一章　西周时期的中华史学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历
史记录和记史制度  　第二节　中华史学中重民观念的出现  　第三节  中华史学重鉴戒传统的形成　第
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史学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史学的演进　　第二节  中华史学秉
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形成　　第三节  中华史学中重人事的历史观鼎盛篇　　走向繁盛的东方学术——
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十世纪的中华史学演化篇　成衰嬗变中的演化之路——公元十世纪至公元十九世纪
中叶的中华史学参考文献后记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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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学三千年史》

章节摘录

对西汉史官的地位，关键在于对“位在丞相之上”的理解，按虞喜《志林》的说法是：“自周至汉，
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仍居公上”，即虽然“职位”已趋卑下，但朝会之时，其“坐位”仍沿袭旧制
，在丞相等三“公”之上，而非实际地位高于丞相，这是较为合理的解释。因为西汉丞相位居百官之
首，金印绿绶，秩万石；而太史令只是九卿之一的奉常的属官，铜印墨绶，秩不逾千石，远较丞相为
低。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也很明确地说：作为太史令的他，“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又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
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可见地位是较为低下的。因而《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认为，“虞
喜说为长。”①尽管西汉史官的地位不高，但他们把修史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而为之奋斗。司马谈、
司马迁父子便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司马谈将撰修史书，改变“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的状况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直至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这件事，嘱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自
己未竟的事业。司马迁担任史官之后，继承父亲的遗志，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到《史记》的撰修之
中。在遭受被士大夫视为“最下之刑”的奇耻大辱后，他仍然在承受着极大痛苦的情况下，“隐忍苟
活”，全力以赴地撰写《史记》。西汉史官这种对史学的献身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是西汉时
期中华史学得以复兴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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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学三千年史》

后记

本书是刘后滨教授主持的“2009年北京市特色专业项目”中的子课题“中国古代史学史教材”。我自2
。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
学史研究”课程，也曾开设过全校选修课“中华史学三千年”。二十多年来，这些课程的讲义经过反
复的修改，内容也在不断补充，本书即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撰写而成。在我看来，作为教材，在内容上
应当具备两方面的特质：一是要对课程所涉学科范围内的基本知识进行系统的介绍，唯有如此，才能
给学习者提供该学科必要的知识储备，为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奠定基础。二是要有作者自己对相关问
题的探索与思考，惟其如此，才能使教材蕴涵个性、独具特色而不致“千书一面”。事实上，迄今为
止面世的中国史学史教材，大都具有上述特质，这也是本书所为之努力的.长期以来，本书所涉及的相
关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孙家洲教授、黄朴民教授、成崇德教授和刘后滨教授的大力支持
，刘后滨教授将本书列入其主持的课题之中，使之得以出版面世，在此深致谢意；感谢中国人民大学
教务处的同志给予的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吴冰老师所提供的帮助；中国物资出版社的领导
和责任编辑邹绍荣博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特致谢意。

Page 6



《中华史学三千年史》

编辑推荐

《中华史学三千年史》：北京市特色专业项目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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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学三千年史》

精彩短评

1、书在仓库放的时间太长了，都发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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