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研究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历史研究法>>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0773

10位ISBN编号：7010070776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梁启超

页数：2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研究法>>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可读耶？
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
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
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
，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
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
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
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
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
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
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
非一人一家之谱录。
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
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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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
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部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为梁
氏的学术代表作之一。
本书内容脉络清晰，文笔雄浑流畅，为学术思想史类著作中难得的佳作。
出版后影响巨大，至今仍备受学者和广大读者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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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
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
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
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
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非史的范围；反之，凡活动的事项
——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
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日活动之产品，二日活动之情态。
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
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
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
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
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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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粱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
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
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干一点，
此一点为何？
先生日：史也，史也！
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
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
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
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
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
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
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
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
《中国文化史》既未成书于前，《史法补编》又未卒述于后，是诚国人之不幸，亦先生所赍恨以终者
已！
名达无似，有心治史而无力以副之，深愧有负师教！
斯编之行世，幸又得与于校对之列，谨志数言，以示所自，惟读者正焉。
中华民国19年5月8日姚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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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
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
　　——张荫麟 历史学家我在投考清华以前已经念了几遍。
回想起来，像梁先生那样渊博的人，才真正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
　　——黎东方 历史学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诸书，后来国内搞史学的几乎无人不读，笔者多
年前亦就其写过研究文章，可是今天重读它，却又有很多新的感想涌出来，引人再思索。
　　——王也扬 知名学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研究法>>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
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
宗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
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
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
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
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
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
图挡），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 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
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人民文库》之一，内容丰富翔实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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