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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历史的路上》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所定的序，历述他求学的经过和生活的感受，以及他和古史考
证、辨伪及民俗学的因缘，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踏入学术界的心路历程，而且他的治学方法也值得有
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借鉴。《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是这篇序言初稿中的一部分，现附其后，以呈
现给读者该序言的全貌。书中还收录了《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以使读者了解顾先生一生
的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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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历史的路上》

作者简介

顾颉刚（1893一1980）中国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
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早年收集民
间歌谣，从事民俗学研究。1920年开始考辨古史传说，至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打破把古代视为“黄金时代”的观念，在史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后曾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辨
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已出版七册）。1927年，创办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并编辑“民俗
学会丛书”。以民俗资料印证古史传说。后又进而考辨历史地理，于1934年创办《禹贡》半月刊，次
年建立禹贡学会。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的专门人才。由于当时民族
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主持编印
鼓词等曲调的读物，宣传抗日。抗战时期，转入内地，创办中国边疆学会，出版《边疆周刊》、并先
后主编《责善》半月刊、《文史杂志》。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生平著
述极富，出版有《秦汉的方士和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史林杂识初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吴歌甲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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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历史的路上》

书籍目录

古史辨自序（第一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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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历史的路上》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
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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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历史的路上》

编辑推荐

　　本书收录了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所定的序，历述他求学的经过和生活的感受，以及他和古
史考证、辨伪及民俗学的因缘，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踏入学术界的心路历程，而且他的治学方法也值
得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借鉴。《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是这篇序言初稿中的一部分，现附其后，
以呈现给读者该序言的全貌。书中还收录了《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以使读者了解顾先生
一生的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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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历史的路上》

精彩短评

1、一种态度
2、看看学者治学的心路，也颇有趣味。发现当下的心境与顾老当年竟有点相似XD
3、觉得豆瓣应该加一列买过，汗
4、古史辩（第一册）自序之简体横排版，很多内容很是平实，催人奋进。不过话说回来，顾颉刚也
太自恋了，基本上没一句里面都有“我”字出现......
5、先生治学精神令人钦佩。先生所忧虑的问题⋯⋯怕是无人能解。
6、大师作品，不长，几万字
7、历史吸引力的书

8、古史辩的自序，也算半本自传了，比较完整的介绍了顾颉刚先生33岁之前的基本历程。其研究方向
的转变，对所处时代的感悟，研究方法的总结，以及其严格而淡薄名利的治学态度，非常值得人尊敬
和学习
9、我还记得，我读顾颉刚先生的书，是在楼道里。
10、这篇自序，叫人看来感到很亲切，似乎能够理解大师的心绪；却终难及其才情，了之宏愿。在史
学架上找到它，还觉得有点奇怪；读下来却发现自己颠来倒去想过的几个由史概引发的问题，泰斗在
这里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1、鼎好的一本书。是大师的学习及学术感悟。对自己很有启发意义。
12、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加孟姜女故事研究。”汗漫掇拾，茫无所归“，说得不正是我等印象式读书法
的么
13、一不小心序言成了一本书
14、顾颉刚先生当年的担忧和困扰，也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15、顾先生的著作，之前只读过刘玉才老师推荐的《秦汉方士与儒生》，其见解之通达，文笔之生动
，令人瞠目。震撼之深，有类于高中时读《雅舍随笔》，愈发感到原来单从《鲁迅全集》注释的一面
之词认知民国文人学者之荒谬。本书是先生三十三岁时所写的治学简传，更是汪洋恣肆展现了这位创
立“古史辨”学派的猛人的旺盛的志趣与博大的治学野心，这路类型的学者，大约只在先秦、民国扎
堆，八十年代算得回光返照，然老三届的根柢功力与毕竟与民国前辈相差太远，查书后所附先生年表
“四岁读四书”“7岁习五经”“23岁作《清代著述考》”，依然时时自谦，读章学诚“横通”之讽而
“汗流浃背”，今人读此宁不愧杀
16、还行吧。但并非如何的好。听说顾颉刚是先写文言文再译作白话文，但这书比一般文章还白话。
17、方法学。发展到后头的孟姜女传说可以拍神话电视剧了
18、看學N代的偽自傳真是自尋死路無誤= = 汗漫掇拾，茫無所歸，膝蓋爛穿了⋯
19、走在历史的路上，期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也欣然规往

Page 7



《走在历史的路上》

精彩书评

1、本文原是古史辨的序言，几乎是作者的学术自传，读来也蛮有趣的。你可能不会想到民间故事和
京剧也会对作者的历史研究有帮助。还对孟姜女的故事作了一番细致的分析，单独成篇。以前不知道
古籍是如何辨伪的，读过这本书，算是有了个大致的概念了。
2、1923年夏末秋初，国学大师顾颉刚前往河南新郑考察青铜器，借道咸阳。那天傍晚，顾先生一个人
到郊外散步，正是夕阳西照时分，那条乡间土路让他大吃一惊——“随便用脚踢着，就可以拾得古代
的瓦当”。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秦汉两朝都城的关系，陕西关中一带可以说是出土瓦当最多的地区
，每家每户都有几件瓦当，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古董，而是用来压在馒头上作馍花的印模。每到年
关节庆或者小孩满月、姑娘出嫁，关中人家总要蒸出好多馍花来庆贺，一笼馍花摆上饭桌，云纹的，
叶纹的，动物纹等等五花八门的样式让人眼花缭乱——那真是世界上最具历史风味的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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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历史的路上》

章节试读

1、《走在历史的路上》的笔记-第37页

        这样卤莽地奔驰了许久，我认识了宇宙的神秘了，知道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
会公布给人类瞧的。

2、《走在历史的路上》的笔记-第32页

        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
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以前我曾经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
，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是“束发就傅，皓首难穷”的，到这是明白知道，学
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
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

3、《走在历史的路上》的笔记-第23页

        深思的结果，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
（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玲背的事），从
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一件故
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中的
这件故事是如此的纷歧的。推原编戏的人 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
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

4、《走在历史的路上》的笔记-第30页

        因此使我知道，学问是必须一天一天地实做的，空虚和荒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个阶级；惟其肯在
空虚和荒谬之后作继续不断的努力，方有充实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现在所承认为满意的，只要我
肯努力下去，过了十年再看也还一样的羞惭流汗。所以我对我的笔记簿，始终看作千金的敝帚。

5、《走在历史的路上》的笔记-第5页

        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
张的由来，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有了出版的书籍了，我
当然也愿意这样做，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

6、《走在历史的路上》的笔记-第93页

        
感同身受，泪流满面⋯⋯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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