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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学史》

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
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
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
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
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
，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
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中国土地广袤、疆
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
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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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学史》

内容概要

《南宋史学史》主要内容：中国史官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社会。“史”
字的古义，就是指史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作
册”、“史”、“内史”等史官名称，就肩负着记事的职能。《周礼》和《礼记》记载夏、商、周三
代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迄今可以证实
者有“太史”、“内史”、“左史”。据王国维等考证，三代时期政史不分，六卿联事，史官既掌宣
王命、处理政务，又兼司册书、记录时政。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史官逐步从政事中分离出来，
成为非世袭的专门职业。魏、晋以降，国家设专门修史机构，史官负责撰修史书，虽名称各异，但历
代因之，直至民国而结束。其中两宋的史官制度最为繁复和完备，而史官地位之尊崇、待遇之优厚，
也为历代封建皇朝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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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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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良，男，1963年生，河北省定兴县人。曾经在河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师范人学学习，获
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沦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林业大学
生态文明研究巾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

Page 4



《南宋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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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证原则后记编后语

Page 5



《南宋史学史》

章节摘录

研究史官的类别，离不开对史官任职机构的考察。与此同时，还必须以史料记载与史书修撰的不同形
式为依据，判断史官的类型。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认识史官制度的内涵。下面根据宋代常设的修史机
构与史书分类状况，探讨南宋史官的各种类别及其职责。史官的设置，是根据修史的实际需要而确定
的。两宋史官种类大抵因唐制而有损益，而南宋史官制度继承北宋而来，更是一脉相传。南宋撰史大
都以宰相监修，史官分为专职和兼领两种类型，因修史机构不同而形成不同种类。以下分别予以叙述
，借以窥其概貌。中国古代的史馆正式设立于唐代，为官方集众修史之所。史馆的组成包括三部分人
员：一是监修官员，均以宰相充任，负责协调全局事宜；二是执笔修史的史官，以侍从和京朝官充任
，负责具体撰修史书；三是协助修史工作的庶务人员，以具有专门技艺者充任，负责缮写和装潢等事
宜。宋代的史馆具有修史与藏书两大职能，史官名称比唐代增多。史馆的总领为监修国史，长官称判
史馆，属官有史馆修撰、直史馆、史馆检讨、史馆编修、史馆勘书、史馆校勘、史馆祗侯等，其中判
史馆、史馆修撰、直史馆、史馆检讨为常设之职，余官皆为临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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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学史》

后记

历史并不意味着永远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总会以独有的形式存在并作用于当前乃至未来。历史
学“述往事”以“思来者”，“阐旧邦”以“辅新命”，似乎也可作如是观。历史的意义通过历史学
的研究被体现和放大，历史因此获得生命，并成为我们今天的财富。宋朝立国三百二十年（960—
—1279），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封建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对后世影响
极大。其中立国一百五十三年（1127——1279）的南宋，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国力弱小、对外以妥协屈
辱贯穿始终的偏安王朝，但就是这一“偏安”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却取得了辉煌成就，
对金及蒙元入侵也作出过顽强的抵抗。如果我们仍囿于历史的成见，轻视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
作用，就不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其中所蕴涵的价值也不会被认识。退一步说，如果没
有南宋的建立，整个中国完全为女真奴隶主贵族所统治，那么唐、（北）宋以来的先进文化如何在后
世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这可能也是人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南宋王朝建立的历史意义，于此
更加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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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学史》

编辑推荐

《南宋史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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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学史》

精彩短评

1、p171建邦设都。
2、书写得不好，无创见，仅仅是资料罗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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