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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一书，以清代史馆研究为枢纽，对有清一代史馆修史的发展、成就及其与诸
方面之联系，尤其是与一代政治风云相起伏、相影响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视野开阔，剖析深
刻，将清代史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全书的学术创新价值，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值得称道的。
一是首次系统阐明了清代史馆的机制及运作方式，书中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对一些重要史馆的设立过
程，史馆与内阁、翰林院的关系，史馆的管理制度、史料的征集途径等问题做出详细分析，总结了清
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二是深入考察了史馆中史官的活动与官僚体制的关系，并对史馆修史、幕府修史与私家修史三种不同
修史形式的关系进行讨论，说明它们之间既存在矛盾又互相补益的事实。
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清代史学整体的、动态的发展。
三是探讨了清代史馆与政治的互动。
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
经济虽是基础，但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本书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通过具体的史料和事例，深刻揭示了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帝王文
治、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关系，展示了专制政治下官方史学的政治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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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记录，1964年生，河南范县人。
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古籍所，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
现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带头人，河南省优秀中青
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兼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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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一、史馆释义　二、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及意义　三、清代史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四、本课
题的研究目的、方法及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第一章清代政治的演变与史馆的建置　一、入关前
的制度建设与官方修史的状况　　二、顺康时期：清初文化政策的确立与史馆格局的基本形成　三、
雍乾时期：清廷政治导向与史馆制度的完善　四、嘉庆至清亡：清代政局的变化与史馆修史的逐步衰
落第二章清代史馆的机制和运作（上）    一、清代史馆的类型及其关系  二、清代史馆与内阁、翰林院
的关系第三章清代史馆的机制和运作（下）  一、清代史馆的管理机制  二、清代史馆的史料征集  三、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四、清代史馆修史的成就第四章清代史馆与史官  一、史官的流动性  二、史官的
学术争论、相互影响和思想冲突  三、史官在史馆之外的撰著活动  四、史官的学术修养、政治情怀和
多重人格第五章政治制约与史馆、幕府和私家修史  一、三类修史形式的研究对象和思想倾向  二、三
类修史形式之间的联系  三、三类修史形式在清代史学演变中的消长第六章清代史馆与清代社会政治
的关系  一、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  二、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  三、史馆修史与清代民族问题  
四、史馆修史与清代边疆问题第七章清代史馆与政治变动下的清代学术文化  一、史馆修史与清代汉
学、宋学  二、史馆修史与清代西学结语附录：清代史馆所修史籍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一）  后记（
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代政治的演变与史馆的建置　　一、入关前的制度建设与官方修史的状况　　史馆作为
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是与专制政治下整个朝廷的典章制度的变化紧密相连的。
就入关前的后金政权来讲，其文化发展和典章制度建设先是经历了一个不长的探索时期，然后确立“
参汉酌金”，“渐就中国之制”的方针，向汉文化靠拢，仿汉制而又不照搬汉制，一方面学习汉族的
先进文化，另一方面根据后金的实际情况进行“通变”，试图创造出适合后金历史状况的“金典”。
在这个过程中，官方修史制度亦不断完善。
　　清人在入关以前，官方虽有史书的修纂，但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史馆，当时的史书修纂任务先是由
文馆，后是由内三院之内国史院负责完成的。
　　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于东北，历经30余年的武装征
伐，统一了满洲各部。
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创立和逐步完善各级行政机构和制度，诸如五大臣听讼、十扎尔固齐佐理国政
以及议政会议，等等。
在这些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建立了重要的文化机构——书房。
书房内设秀才若干名，助其读书，兼管文墨之事。
努尔哈赤时代，书房及其文臣的主要职能在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政治上，起草诏书、奉旨出使、率
师出征、主持典礼等；文化上，则有创制字、记注正事、翻译汉文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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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著者以官设史馆为枢纽，对一代史学兴衰及其与诸方面之联系，尤其是与一代政治风云相起伏的
历史进行系统梳理，视野开阔，难度甚大。
由于有坚实的史料为依据，故而言之成理，令人信服，对深化迄今为止的清代史学研究，无疑是一个
重要贡献。
 　　——陈祖武 　　作者通过论说清代史馆而讨论史馆与政治的关系，这在研究史馆制度上是更深
入了一层，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吴怀祺 　　本文以极开阔的视野，缜密的思考以及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法，将清代史馆的
建制、功能、成就、影响等作了精确而缜密的论述，尤其是对以史馆修史为主体的清代史学发展中的
帝王意志、社会盛衰、学术变迁、民族矛盾、边疆冲突等与之相关的政治问题作了精辟而系统的阐发
，见解独到，剖析深刻，发前人所未发，以自成一家言的风采，将清代史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
本文在历史撰述与当代政治的相关问题上做出的新的探索和提出的一些有关史学认识与撰述的规律性
见解，对中国史学的整体研究亦做出了可以引领时代学术风尚的贡献。
 　　——杨燕起 　　本文突出的特点或意义，在于跳出传统单纯以史学文体作为研究对象，单向探
讨史学发展问题的樊篱，打破旧的历史文献及中国史学一般的研究畴域，转换研究视角，通过对史学
与社会政治、史学与制度、官修与私修史学等多方位互动关系的探讨，展现清代史馆官修与清代政治
的密切关系。
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清代史馆修史乃至整个清代史学。
 　　——向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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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是中国史馆制度发展的顶峰。
清代史馆修史与幕府修史、私家修史三者之间既相互争斗又相互补益，共同描绘了清代史学绚烂多姿
的图画。
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学，通过官方史学来配合政治决策，使历史学在清代政治动作、文化发展
、文治兴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方面，史馆修史还与宋学、汉学以及西学纠葛在一起，相互影响，既有融合，又有矛盾。
书中凝结了作者研究上述问题的有创拓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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