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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先生所谈的读书、治学方法，看似平实无奇，实是非真有研究、真有体会者不能道，其中也有二点
很值得读者的注意： 　　其一，读传统典籍，宜先读编年，缓读正史。
这是因为编年类的史书，最便于把握历史的大概和时代的大势，进而可读典志类的史书，如此，对历
代的理乱兴衰、典章经制已能通知大略之后，再来读正史。
 　　其二，初读书治学者，宜先博览，后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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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历史学家。
大半生在学校度过，教学之余，笔耕不辍。
一生写过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
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学十六法>>

书籍目录

一　读书的方法 二　孤岛青年何以报国 三　整理旧籍之方法 四　论读经之法 五　从我学习历史的经
过说到现在学习历史的方法 六　怎样读中国历史 七　乙部举要（附：史籍选文拟目） 八　读旧史入
手的方法 九　治古史之特殊方法 十　作史的方法 十一　研究历史的方法（附：史学研究五法） 十二
　论读子之法 十三　研究先秦诸子之法 十四　怎样学习国文 十五　如何教授中学国文课 十六　论大
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 附录一：吕思勉为学自述 附录二：从章太炎到说康长素梁任公 编后记：金针
度人，启迪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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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读史与今日之需 幼时读康南海的《桂学答问》，就见他劝人阅读全部正史。
去年（1934 年）章太炎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演讲，又有这样的话：“文化二字， 涵义至广，遽
数之，不能终其物。
方今国步艰难，欲求文化复兴，非从切 实方面言之，何能有所成功?历史譬如一国之账籍，为国民者
岂可不一披自 国之账籍乎?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方志，何能知其 梗概?史书文
义平易，两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一部二十四史，三千 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一日不脱，
四年可了，有志之士，正须以此自 勉。
” 诚然，中国的正史材料是很丰富的，果能知其梗概，其识见自与常人 有异，然康、章二氏之言，
究系为旧学略有根底者言之。
若其不然，则： ①正史除志以外，纪传均以人为单位，此法系沿袭《史记》。
此体创 自《史记》，实不能为太史公咎，因其时本纪、世家、列传材料各有来路 ，不能合并，且本
纪、世家与列传实亦不甚重复。
而后世史事的范围扩大 了，一件较大的事，总要牵涉许多人，一事分属诸篇，即已知大要的人， 尚
甚难于贯穿，何况初学? ②即以志论，典章制度，前后相因，正史断代为书，不能穷其因果， 即觉难
于了解。
况且正史又不都有志，那么一种制度，从中间截去一节， 更觉难于了解了。
所以昔人入手，并不就读正史。
关于历代大事，大抵是 读编年史的，亦或读纪事本末。
至于典章制度，则多读《通考》及《通志 》之《二十略》，此法自较读正史为切要。
 ③惟现在读史的眼光和前人不同了。
前人所视为重要的事，现在或觉 其不甚重要，其所略而不及的事，或者反而渴望知道他。
所以现在的需要 和前人不同，不但是书的体裁，即编纂方法问题，实亦是书之内容，即其 所记载的
事实问题。
 如此则但就旧El的书而权衡其轻重先后，实不足以应我们今Et的需要 了。
 2.读中国历史的三大门槛 然则学习中国历史，应当怎样进行呢? 现在人的眼光和前人不同之处，根本
安在?一言以蔽之，日：由于前人 不知社会之重要。
一切事，都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
研究学问的人，因为 社会上的现象太复杂了，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乃把他分门别类，各人研 究一
门，如此即成为各种社会科学。
为研究的方便，可以分开论，然而实 际的社会，则是一个，所以各种现象仍是互相牵连的，实在只是
一个社会 的各种“相”。
非了解各种“相”，固然无从知道整个的社会；而非知道 整个的社会，亦无从知道其各种“相”，因
而史学遂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的 根柢，而其本身又待各种社会科学之辅助而后明。
因为史学有待于各种科 学之辅助而后明，史乃有专门、普通之分。
专门的历史，专就一种现象的 陈迹加以研究；普通的历史，则综合专门家研究所得的结果，以说明一
地 域、一时代间一定社会的真相。
严格言之，专门的历史还当分属于各科学 之中，惟普通的历史乃足称为真正之历史。
因为史学的对象，便是整个的 过去的社会，但是专门的研究不充分，整个社会的情形亦即无从知道。
而 在今日，各个方面的历史情形实尚多茫昧，因此，专门及特殊问题的研究 极为重要，史家的精力
耗费于此者不少。
 以上所述为现代史学界一般的情形。
至于中国历史，则材料虽多，迄 未用科学的眼光加以整理，其紊乱而缺乏系统的情形，自较西欧诸国
为尤 甚。
所以①删除无用的材料，②增补有用的材料，③不论什么事情，都要 用科学的眼光来加以解释，实为
目前的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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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专门研究家所有之事 ，而在专门研究之先，必须有一点史学上的常识，尤为重要。
 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
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 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
研究学问的工具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 由教者具体的授与。
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 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
善教的人，不过随机加以指 导。
所以研究工具的学习，即是学问初步的研究。
当然，工具愈良，做出 来的成绩固然愈好，亦惟前人所做的成绩愈好，而其给与我们的手段乃愈 良
。
前此的历史书，既然不能尽合现在的需要，我们现在想借此以得研究 历史的工具，岂不很困难?然而
天下事总是逐渐进步的，我们不能坐待良好 的历史书，然后从事于研究，前此的历史书虽明知其不尽
合于今日我们的 需要，而亦不能不借以为用，所以当我们研究之先，先有对旧日的史部作 一鸟瞰之
必要。
 历史书有立定体例、负责编纂的，亦有仅搜集材料以备后人采用的。
 关于前者，其范围恒较确定，所以驳杂无用的材料较少；在彼划定的范围 内，搜辑必较完备，所采
用的材料亦必较正确。
后者却相反。
所以读历史 书，宜从负责编纂的书人手。
其但搜辑材料以备后人来择用的书，则宜俟 我们已有采择的能力，已定采择的宗旨后，才能去读。
昔人所视为重要的 事项，固然今人未必尽视为重要，然而需要的情况不能全变，其中总仍有 我们所
视为重要的，即仍为今日所宜读。
然则昔时史家所视为最重要的， 是什么呢? 关于此，我以为最能代表昔时史家的意见的，当推马端临
《文献通考 序》。
他把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概括为①理乱兴衰、②典章经制两端，这 确是昔时的正史所负责搜辑的。
不过此处所谓正史是指学者所认为正史者 而言，不指功令所定。
我们今日的需要，固然不尽于此，然这两端，确仍 为今日所需要。
把此项昔人所认为重要而仍为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材料。
先 泛览一过，知其大概。
确是治中国历史者很要紧的功夫。
 但是今日所需要，既不尽同于昔人所需要，则今日所研究，自不能以 昔人所认为重要者为限，补充
昔人所未备，又是今日治中国历史者很紧要 的功夫。
 固然研究的工具，是要随着研究而获得的，但是当研究之前。
所谓初 步的门径。
仍不可不略事探讨，这又是一层功夫。
 P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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