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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1999年，文玖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即将出版，
我作为他的导师，感到十分高兴。
当初，文玖原本打算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内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题目。
后来，我和他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现在本书所标明的这个论题。
我为什么要建议文玖同志研究这个问题呢？
这要从几件往事说起。
1964年，我报考白寿彝先生的研究生时，专业是中国史学史。
那一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要考试作文。
论题有二，可任选其一。
一个论题是：“科学工作者为什么必须重视语言修养？
”另一个论题是：“展望我国的科学（可结合报考专业来写）”。
我选择了第二个题目，并且加上了一个副标题，这就是：“展望我国的科学一谈中国史学史的兴起”
。
所写内容，现在我只约略记得一些大意，是说中国史学素来发达，而近代以来研究史学史者甚少，现
在颇有加强研究之必要。
此文获得了高分。
白先生后来同我谈及此事，感到很高兴。
当然，这里说的“史学史”是“史学”的历史。
1985年，白寿彝先生明确地提出了研究“史学史之史”的问题。
在白先生的倡议下，这年年初，《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大家就“史学史之史”的
问题进行讨论。
这次讨论所得，后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要研究史学史之史；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古今论
述；三、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编辑部经过整理，在《史学史研究》上公开发表出来，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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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本文论述的是这门学科之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意在揭示这门学科的完整的成长过程及发展规律。
这既是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切实需要，又是世纪末进行学术总结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取全面概述和重点分析相结合、历史叙述和理论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对研
究对象进行论述。
　　全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组成。
绪论说明研究的对象及研究的意义，概论与本文相关之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介绍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方
法。
　　第一章是《专史研究理论的发展和“中国史学史”的提出》，论述中国史学史产生的学术背景、
中国史学史产生的具体过程以及在产生时期关于这门学科基本理论的探讨。
中国的史学史因素很早就已经产生，并且非常丰富，但却没有形成专门学科，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
门学科才被提出来。
那么这门学科是怎么产生的?本章通过对20世纪初学术背景的考察，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史界
革命、文化史的兴起以及专史与通史之关系的认识都有密切关系。
20世纪初兴起的史界革命，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深重。
而西学东渐，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引进，则为史学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史学革命导致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文化史的兴起。
至20年代，史学革命进一步深化，专门史受到重视，特别是致力于通史建设的史家，一方面把研究重
心逐步转移到专史上，再一方面注意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
这样，对传统史学具有高深造诣的学者，首先意识到历史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提出“
中国史学史”这一专门学科。
本章分别论述了他们产生史学史学科思想的不同情况，以具体反映这门学科的诞生经过。
最后对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上的探讨进行了归纳和评述。
　　第二章是《史国史学史研究的起步》。
“中国史学史”在20年代被提出以后，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但在30年代，中国史学史专著并未出现
，30年代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大量的史学通论著作的出版，而这些著作大都包含史学史的内容。
在总结中，重视了史学史研究专家师承关系的梳理和研究成果的分类。
　　第三章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展开》。
论述的是40年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展，40年代发表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文达220多篇，从先秦史学到
民国时期的史学，均有研究文章问世。
　　第四章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新阶段》。
论述解放后17年间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
　　第五章是《是国史学史研究的入和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论述的是自“四人帮”垮台至最近
，中国史学史的发展。
　　最后是《结语：理论上的几点认识》，意在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进行理论概括
，以认识这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并就这门学科的性质、价值等问题结合这门学科的历史进行理
论思考。
　　正文五章，是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分别论述；结语则是在此基础上的
进一步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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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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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的探讨第二章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起步第一节 “史学通论”与史学史第二节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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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学科的振兴第二节 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之理论的进一步探讨第三节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新趋
势第四节 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之展望结语：理论上的几点认识一、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和发展的特点
二、史学史学科的性质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史学史学科
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一、史学史学科在西方的产生二、史学史学科在西方的发展概况三、国外对中国
史学史的研究附录二：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一、世纪前半期中国对外国史学的引进和研究二、解放
后年间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及学科建设三、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史学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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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本文研究的对象及研究的意义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是在20世纪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这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时间断限上自20世纪初下至20世纪末。
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
①《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太史公日”，《十二诸侯年表·序》等，谈到了此前的史书编撰，表现
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班彪的《略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评说了史书的发展。
以后，《文心雕龙·史传》篇、《史通》中的一些篇目如《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等，郑樵的《
通志·总序》及《二十略》的有关内容，《文史通义》中的《浙东学术》、《释通》等，都从不同角
度比较系统地讲述了史学的发展。
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及国家、私人的目录学书籍，也蕴含一定的史学论述。
总之，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内容，随着史学的发展愈来愈丰富。
但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以前，它还没有成立。
1926-1927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首次明确地提出“史学史的做法”。
他说：“中国的史书既然那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它，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
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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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文在瞿林东先生指导下，终于完成。
在即将付印之际，我首先向瞿先生表示我的感谢。
本文的选题是瞿先生1996年12月给我提示的。
经过半年的读书、分析，我终于下定决心选择这个论题。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瞿先生给予了悉心的指导。
从篇章结构、整体思路，到具体标目、文字表述，他的建议都令我深受教益。
这篇论文，包含着他的心血和期望。
我专门学习中国史学史不到10年，以我浅薄的学识来评述、总结本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其困难是不言
而喻的。
本文能够完成，也受益于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许多成绩。
本文肯定存在诸多疏漏及论述不当之处，我诚恳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在多年的研究生学习阶段，我有幸得到过吴怀祺先生的指导及其他先生、老师的教泽、关心和鼓励。
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我的感激和感谢。
我还感谢我的爱人李静。
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为我辛苦、操劳。
论文的完成，意味着新的学术生涯的开始。
我将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
1999年5月12日本论文被选入博士文库，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此，我再次向对我进行悉心指导并支持本文出版的瞿林东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
在论文答辩会上，蒋大椿先生（答辩委员会主席）、施丁先生、吴怀祺先生、陈其泰先生、于沛先生
在充分肯定本文的同时，又热诚地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并予以鼓励，令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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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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