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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清朝官修《明史》的纂修官为新视角。
系统地考察了纂修官们对《明史》修纂提出的种种建议，广泛搜集其所拟史稿及有关资料。
阐释朱彝尊、汪由敦等二十五位重要纂修官之分撰稿对(旧题)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
和殿本《明史》成书的贡献。
纵观《明史》修纂的全过程，康熙朝先后形成两个综合性史稿：(旧题)万斯同《明史稿》和王鸿绪《
明史稿》，它们是殿本《明史》和今本《明史》成书的基础。
而(旧题)万斯同《明史稿》和以后所有综合性《明史》文本，又无不由康熙朝以来众多纂修官所拟之
史稿构成。
《明史》是我国封建社会官修二十四部“正史”的最后一史。
《明史》历久而成，博采众长，学术地位十分重要。
在长达百年的修史过程中，众多纂修官们为之付出了心血，他们是官修《明史》当之无愧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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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润秀，女，白族，云南大理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云南红河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讲《中国史学史
》等课程。
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主持完成科研项目——“清朝《明史》修纂思想研究”。
2009年至今，主持“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校级重点学科建设工作。
曾在《史学集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历史教学》等刊物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参与了南开
大学姜胜利先生整理的《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一书的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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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号立斋，江苏昆山人，徐乾学之弟。
顺治十六年（1659），中进士第一，授修撰。
康熙十三年（1674），擢内阁学士，充《太宗实录》副总裁。
康熙十四年（1675），改翰林院掌院学士。
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康熙帝破格任命徐元文为《明史》监修，其目的是缓和满汉矛盾，利用徐
氏兄弟的关系网罗大批江南知识分子。
清人吴绮《送立斋学士还朝监修（明史）》日：“忽听骊驹赴国门，离筵重起酌金樽。
愿将异代无穷事，为报皇朝不次恩。
海内征输频岁急，江南文献几人存？
应知宣室多清问，前席何妨委曲论。
”①其中“为报皇朝不次恩”句显然指的是康熙帝不依常制，破格任用徐氏为《明史》监修之事。
朱端强在《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中也说：“徐氏以内阁学士充《明史》监修官，本不符制，
度清政府以其为状元出身且易于联系江南文人（五十鸿博大多为江南人，详见后注），故特命之。
同上书卷六《赴监修明史之召途中简叶切庵张素存二总裁暨史馆诸公》诗之二有‘优闲聊备位，糠秕
愧在前’云云，即指其逾制特简之事。
一语道破了康熙帝破格任用徐元文为《明史》监修的真实意图。
”②康熙十九（1680）年二月，徐元文上任后，请求增补李振裕等十六人参修《明史》，得到康熙帝
的批准。
康熙十九年（1680）底，徐元文调任他职。
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氏复任《明史》监修。
徐元文对当时《明史》修纂的顺利开展作出积极贡献。
清政府通过他的特殊身份的确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参与《明史》修纂。
此外，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他的领导下，史馆颁布了《修史条议》，这是指导《明史》修纂的
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徐元文还延请著名学者万斯同馆于其府邸，襄助其审定史稿。
此外，徐氏还充《政治典训》、《一统志》、《平定三逆方略》总裁。
康熙二十九年（1690），诏修《三朝国史》，充为总裁。
同年归里。
他请求将其未审定完的史稿携回继续审定，得到康熙帝的恩准。
康熙三十年（1691）七月，徐元文去世，著有《含经堂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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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官修的幕后功臣》是青年学术丛书·历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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