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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大专院校历史系编写的教本，上起远古的传说时代，下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可说是一部
通史性的史学史教本。
    史学史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
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
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珀我批评和自我总结。
    《中国史学史教本》的编写，可说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
在这之前，50年代通过的教学改革计划，把史学史正式列入选修课。
1961年，教育帮召开了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周扬同志把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作为必须编写的教材
提出来，并指定专门的单位、具体的人负责去做。
教育部委托我同吴泽同志分别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编写中国史学史的教本，他负责近代
部分，我负责古代部分。
为此，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编写组，招收了研究生，组织了讨论会，创办了《
中国史学史资料》。
经过几年的工作，我于1963年写成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的讲稿，作为内部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
印刷厂排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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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远古的传说　　一 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　　中国史学的历史起源，
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
远古，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
远古的传说，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反映。
在先秦、汉初旧籍中所保存的远古流传下来的传说，尽管是零碎的、是难免为后人所加工过的，但也
保存了后人无法虚构的一些内容，它是远古的人们传述历史的古老形式。
无论是从历史意识来看，还是从传述历史的形式来看，追本求源，中国史学还是要从远古的传说说起
。
　　根据现有的、比较可靠的材料，远古的传说主要是有关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的故事。
其中包含两大类：一类是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
原始战争的传说。
　　治水和耕稼的故事是第一类传说中最重要的内容。
远古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治水和耕稼是人们的重要社会活动。
在一些以治水和耕稼见长的氏族中，他们的首领以其在这方面对氏族的贡献而受到尊敬。
在传说中，有许多氏族都曾流传着治水有功的英雄人物的故事。
原在今山西境内居住的金天氏的昧及其子台骀，都是善于治水的人物。
台骀“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疏通了汾水和洮水，修起了能够储水的大泽，使太原一带的
人得以安居。
合骀后来成为汾水之神。
原在今山东境内居住的少嗥氏的修和熙，也是能够治水的人物，“世不失职”，受到后人的祭祀。
原在今河南北部居住的共工氏，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能治水的氏族，以发明筑堤防水而一度收到很好
的效果。
它的氏族首领后土，因善平水土成为社神。
共工氏的后裔四岳还协同禹一齐治水，改变了历来筑堤的做法而采用禹的疏导做法，获得了更好的效
果。
　　传说中最杰出的治水英雄人物，是夏后氏的禹。
禹的时候，遇到了特大的水患：“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禹接受前人总是筑堤堵塞洪水而终于遭致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导的办法，制服了洪水。
禹依据自然形势，察看洪水在各种地理条件下为患的情况，分别采用高高、下下、疏导、聚蓄、封崇
、决泪、陂鄣的办法处置，取得了成功，使人们得以安居，生产得以恢复。
禹在治水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勇敢精神。
他“亲自操橐耜，而九（鸠）杂天下之川。
腓无肢，胫无毛。
沐甚雨，栉疾风”，在漫长的岁月中历尽艰辛，“三过其门而不入”。
禹的治水，是联合了其他氏族共同参加的，这就扩大了夏后氏的影响，也使禹得到了广泛的尊敬。
禹的治水所创造的巨大功业，在许多氏族里被称道着，流传着。
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还在说：“微禹，吾其鱼乎！
”孔子也反复称颂禹，说他“尽力乎沟洫”，重视农田水利的兴修。
　　女娲补天的故事，也是在不少氏族中广泛流传的治水英雄人物的传说。
相传：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
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女娲补天、正极、治水、除害，平定水土，使人们得以安定生活下去，她成为传说中立有大功的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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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史》可作为各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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