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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史学史》对中国自上古至于1949年之前的史学发展作了系统的反思和评论，在清理史学遗
产的基础上予以概括综合，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并且向揭示史学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目标前
进。
全书的认识体系、内容结构和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均有新的构思，在重要的内容上多有独到的学术
见解，对史学发展中的许多史实，立足于求真考证，立论分析，以实事求是为旨归。
例如关于将孔子与《春秋》联结起来的史学意义、司马迁著《史记》离开先秦史学传统的个性路线、
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刘知幾撰著宗旨的前后改变、宋代史学建设的烦琐与扭曲、明代史
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清代史学整体的发展结构、清高宗的史学思想、章学诚史学理论的三项根基、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谬误及其不良影响，等等，皆发前人所未发、道他人所未言，足资历史学学
子的思考和史学史专业教师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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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治忠，1949年7月生，天津市人。
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
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多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立教大学等任客座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和专题研究。
长期进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术研究及教学实践，兼及历史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
有《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众家编年体晋史》(校注)、《清文前编》(编)、《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
史学》等多种学术述作，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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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史学史在认识论上的层次和特点
　二、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与研究内容
　　(一)中国史学史的三大任务
　　(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八项内容
　三、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深层特征
　　(一)学科内涵的完整性
　　(二)学术前景的继进性
　　(三)研究系统的开放性
　四、建设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作用和意义
　五、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回顾
　　(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成立
　　(二)1949年之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六、在中外史学的比较中探讨史学的发展机制
第二章 史学的起源与先秦时期史学的初步发展
　一、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一)人类社会对往事的记忆和追述
　　(二)史学原发性产生的几项社会条件
　二、甲骨文与金文的记事方法
　　(一)甲骨文载事的方法和意义
　　(二)青铜器铭文的史事记载
　三、“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曙光
　四、史官职能的演变与官方记史体制的形成
　　(一)“作册”与“史”
　　(二)“殷鉴”观念下的历史文献
　　(三)官方系统、连续性记录史事的起始与发展
　五、先秦史籍概述(上)
　　(一)西周、春秋时期成书史籍的类别
　　(二)行于春秋时期而流传至今的史籍
　六、先秦史籍概述(下)
　　(一)以记言为主的《国语》
　　(二)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
　　(三)内容完备的编年史《左传》
　　(四)战国时期的其他史籍
　　(五)附论：《战国策》与《世本》等
　七、先秦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与史学观念
　　(一)先秦史学的发展状况
　　(二)记史求真与以史赞治的观念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史学意义
　　(四)战国时期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第三章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一、秦代史学意识的不绝如缕
　二、西汉前期文化政策与史学的复兴
　三、司马迁与《史记》
　　(一)司马迁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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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史记》的编纂形式与内容
　　(三)司马迁的历史观念
　　(四)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
　　(五)《史记》产生的社会条件
　　(六)司马迁《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四、班固与《汉书》
　　(一)班固的撰史意旨与史学思想
　　(二)《汉书》的成就与史学意义
　五、两汉朝廷的记史方式
　六、东汉宫修《东观汉记》及其意义
　　(一)《东观汉记》的纂修
　　(二)《东观汉记》纂修的史学意义
　七、荀悦的《汉纪》与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一)苟悦及其撰著的《汉纪》
　　(二)苟悦的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
　　(三)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第四章 多方探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
　一、史籍编纂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化
　　(一)史学蓬勃发展的原因
　　(二)编年体史书的编纂
　　(三)断代纪传史的撰述
　　(四)通史著述的尝试与地方史志及地理书的撰写
　　(五)人物传记与族谱编纂的繁兴
　　(六)史注、史论与史评的发展
　　(七)史考著述的超前出现
　　(八)典制史籍与杂记、故事的纂辑
　二、各族政权官方的史学建设
　　(一)三国、两晋和南朝政权的史学建设
　　(二)十六国政权与北朝官方史学的建树
　三、史学发展中的矛盾、冲突与磨合
　　(一)汉人政权内史学发展中的矛盾
　　(二)各少数民族政权史学建设中的矛盾冲突与磨合
　四、传统史学对民族大融合的关键作用
　　(一)文化是古代中国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二)传统史学对民族大融合的作用
　五、历史编纂学上的探索
　　(一)几项史书体例与史学方法的讨论
　　(二)孙盛对编年体史书编纂方法的创树
　六、历史观念与史学理念的进展
　　(一)正统论观念的凸现
　　(二)论治乱、辨兴亡的历史见解
　　(三)传统史学理念的巩固与发展
　七、儒学、玄学与史学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状况
　　(二)玄学的状况
　　(三)史学与玄学的格格不入
　八、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运行机制的确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史学史>>

第五章 隋唐至两宋：传统史学发展的成熟
　一、隋唐至两宋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一)隋代史学的开新尝试
　　(二)唐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概况
　二、唐朝至南宋的史馆建置与本朝史编纂
　　(一)史馆建置与记史、修史制度
　　(二)唐宋时期官方对本朝史的记述与纂修
　三、纪传体正史的纂修及一般的私修史籍
　　(一)纪传体正史的编纂
　　(二)唐代至南宋的其他史书
　四、刘知幾及其《史通》的理论建树
　　(一)刘知幾其人与《史通》其书
　　(二)刘知幾的思想与《史通》的历史编纂学主张
　　(三)《史通》的流传与影响
　五、杜佑的《通典》与郑樵的《通志》
　　(一)杜佑及其《通典》的史学成就
　　(二)郑樵及其撰著的《通志》
　六、欧阳修之史学
　　(一)欧阳修对史书的编纂
　　(二)欧阳修的疑古思想
　　(三)欧阳修的历史正统论
　　(四)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七、司马光《资治通鉴》及影响
　　(一)司马光的生平与《资治通鉴》的编纂
　　(二)《资治通鉴》的内容及司马光的历史观念
　　(三)与《资治通鉴》影响相关的宋代的编年史
　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一)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
　　(二)袁枢撰录《通鉴纪事本末》
　九、历史考据学的成立
　十、隋唐至两宋时期史学的成熟与缺陷
第六章 元明两代史学的调整与开新
　一、元明两代的社会文化与史学观念
　　(一)元代的社会文化
　　(二)“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及其意义
　　(三)明代史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元明两朝的官方史学
　　(一)元朝官方修史概述
　　(二)明朝官方的修史活动
　三、胡三省和马端临的史学贡献
　　(一)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
　　(二)马端临著《文献通考》
　四、元明史家对史学的新探索
　　(一)经世史书的多样化发展
　　(二)域外历史地理撰述
　　(三)历史考据学的新进展
　　(四)史论与史评的进一步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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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普及性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一)普及性史书的兴起
　　(二)明代史学的普及，性潮流
　六、中国传统史学的域外传播
　　(一)中国史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二)中国传统史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三)日本仿从中国传统史学的修史活动
第七章 清代对传统史学的清理和总结
　一、清初学风的转变与史学名家
　　(一)明清易代与学风上的反思
　　(二)清初的史学名家
　二、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
　　(一)内阁、翰林院与修史制度
　　(二)清朝的各类修史之馆
　　(三)清朝修史制度的特点
　三、官修《明史》活动及其影响
　　(一)《明史》纂修的准备阶段
　　(二)《明史》纂修的奠基阶段
　　(三)官方纂修《明史》的中辍
　　(四)《明史》纂修的成书阶段
　　(五)官方纂修《明史》活动的影响
　四、《大清一统志》的纂修与方志学的兴起
　　(一)《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纂修的兴盛
　　(二)乾隆朝与嘉庆朝的重修《大清一统志》
　　(三)清代方志纂修的史学意义
　五、清朝官方史学的萌发、进展、繁荣和衰退
　　(一)官方史学的萌芽和初步发展
　　(二)官方修史基本格局的形成
　　(三)清朝官方史学的繁荣
　　(四)清高宗的史学思想
　　(五)官方修史活动的衰退
　　(六)清朝官方修史活动发展上的特点
　六、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
　　(一)清初考据学风的兴起
　　(二)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家
　　(三)“乾嘉学术”的另一方面
　　(四)乾嘉历史考据学的地位和影响
　七、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一)章学诚的主要史学创见
　　(二)章学诚史学理论的三项根基
　八、清代“盛世”史学的发展结构
　　(一)官方史学的业绩
　　(二)私家史学的发展及其特色
　　(三)官员幕府的修史活动
　九、清代官私史学的关系及传统史学的发展态势
　　(一)唐朝至明代史学的官私互动
　　(二)清代史学发展中的官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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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代史学在大总结之后的发展态势
第八章 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与发展
　一、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前驱
　　(一)经世致用思想的强化
　　(二)外国史地学与中外关系史的兴起与发展
　二、梁启超《新史学》与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
　　(一)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开拓作用
　　(二)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兴起
　三、近代史学理论的引进与探索
　　(一)西方史学理论引进的扩展
　　(二)中国学者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著述
　四、“整理国故”与“古史辨”运动
　　(一)“整理国故”活动的形成与影响
　　(二)“古史辨”运动的史学革命意义
　五、多样化的治史取向(上)
　　(一)史学多样化状态的形成原因
　　(二)维护传统文化的治史取向
　　(三)移植或转述西方史学的治史取向
　六、多样化的治史取向(下)
　　(一)具有一定历史观的主导而仍作出认真研究的治史取向
　　(二)构建先验性历史框架的治史取向
　　(三)立足于考据的治史取向
　七、近代史学的社会运行机制
第九章 近代史学发展的新生面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一)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输入
　　(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社会史论战
　　(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的理论探讨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其争论的焦点
　　(三)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几点分析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体系的构建
　　(一)社会史论战的归宿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革命史学”体系的构建
课下参考文献举要
附录 史学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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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历史学在认识上的特点，除了范围极厂而且统摄于一体的综合性之外，最明显的是动
态回顾性与写实性。
所谓“动态回顾性”，是指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既往的人类活动，而不是现实的和未来的事物。
所谓“写实性”，是指历史学不仅要对研究对象予以概括和总结，还必须记述其客观的真情实景，而
有条理、有体系地记述真实的历史场景，应当是历史学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
从历史学的综合性、动态回顾性、写实性等三个认识特点可以看出：历史学是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一
种特殊的反思，其最终目标不是将既往的一切用肢解的方式剖析，而是将之有序地活化起来，从而能
够比实际的社会生活更清晰地展现其发展的本质。
人类理性思维总是具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认识方向，一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二是对“自身”的反思。
反思实际上是将“自身”的历程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认识，历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科，而它本身也
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样会向内作自身的反思，史学史、史学理论就是历史学作出自我反思的系
统性学问。
历史学为了发展和日益完善化，进行史学史的反思是极其必要的。
古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史的过程中，对于以往的史学状况有深入的反思，在《十二诸侯年表序》
中他分析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用意和作用，叙述了承《春秋》之意而撰写的《左氏春秋》、《
铎氏微》、《虞氏微》等等史籍，以及战国时期诸子“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的现象，指
出了“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①的遗憾；《六国年表序》又指出“学者牵于所
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②的遗憾。
因此，司马迁之所以立意撰写一部“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盖得之于反思以往史学状
况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务综其终始”的问题，于是起而弥补之。
唐代史学家刘知著《史通》-书，对既往史学发展作出理论性的反思和总结，其中《史官建置》、《古
今正史》是带有史学史含义的专篇。
刘知的论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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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史》是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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