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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字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
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市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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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晓，1970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92年山东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1998年先
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已出版专著《耶律楚材评传》、译著《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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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许衡、刘因与吴澄　　　四、理学学派与其他理学家　　　五、其他　　第三节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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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综论　　第一章　20世纪上半叶的元史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革命，就元史研究而言，虽然传统修史的老路仍在继续，但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实证史学日
渐成为研究主流。
在此背景下，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元史学者应运而生，从而为以后中国的元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此外，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元史论著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第一节　传统修史方法的继续　　20世纪初，以传统修史方法从事元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曾廉、
屠寄、柯劭忞三家，他们的《元书》、《蒙兀儿史记》与《新元史》均为重修元史的纪传体史书，其
中以后两部著作的成就最为突出。
　　一、曾廉与《元书》　　曾廉（1857～？
），字伯隅，湖南邵阳人。
据其自述，他出生于黔阳安江，“未三岁而尽识街忂春帖招子，举市以为奇童。
十岁而能属文。
十五而为田家杂兴赋”。
但直到l894年，也就是38岁那年，才中举人。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遂从军山海关。
次年双方议和后，回家乡爱莲书院讲学。
此后，又行北上就试，方欲就教职而归值光绪重用康有为等人推行变法，遂借着光绪下诏求言的机会
，上书攻击“康有为、梁启超乃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人”，要求光绪“斩康有为、梁启
超，以塞邪慝之门”，表现出其思想顽固守旧的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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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不仅限于对元史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
化，从元史研究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20世纪元史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
通过历史反思来探寻规律，获取经验，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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