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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书地志》以史书、地志分篇，以区别于各种史籍简介与史学史著作；篇立概说、章设无题小
序，以总述史书、地志以及各类史书、地志之源流演变、相互关系，以求篇、章、节之间面、线、点
层层包容，宏观与微观相得益彰；各别篇、章、节之间也有联系、观照、比较。
具体之史书、地志的叙述，同样不求面面俱到，而用心于亮点、精华、特色，间有发挥，也重在启发
思维、引起兴趣、提示研究方法。
 史书地志是中国历史这场多幕大戏的台词，《史书地志》只是台词的举例而已。
然而由举例还是可以见其一般的，正如长河中的哪怕一朵浪花也折射着多样的光彩，巨海里的哪怕一
勺之水也包容了丰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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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上篇  史书概说一  纪传体史书(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二)第
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三)两部出色的断代纪传史——《三国志》与《后汉书》(四)大一统
下的“御撰”之书——《晋书》(五)从“分裂”之史到“统一”之史——“八书”与“二史”(六)新
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七)“元修三史”——《宋史》、《辽史》与《金史》(八)新旧两《元
史》(九)历经近百年始成的正史——《明史》(十)纪传体史书的余音——《清史稿》二  编年体史书(
一)“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春秋》与“春秋三传”(二)两部出色的断代
编年史 ——《汉纪》与《后汉纪》(三)“偏缺者五百余年”后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四)《
资冶通鉴》后的三部编年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五)《续资治通鉴》(六)矢志不移著国史——谈迁与《国榷》(附：《明通鉴》)(七)历朝史料之总汇—
—实录三  政书(一)经国之良模，理道之要决——《通典》(二)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通志》(三)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文献通考》(四)制度史中的断代史——各类“会要”四  纪事本末体史书(一)一
部另辟蹊径的新史——《通鉴纪事本末》(二)“于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宋史纪事本
末》与《元史纪事本末》(三)“集众长以成完本”——《明史纪事本末》(四)一部“搜罗宏富，词必
有征”的“大书”——《绎史》(附：《左传事纬》)五  其他史学著作(一)古史(二)杂史(三)传记(四)史
评(五)史考——以三大考史著作为例附录(一)类书与丛书(二)书目——从刘向《别录》说起下篇  地志
概说一  全国性地理著作(一)“古今地理志之祖”——《尚书·禹贡》(二)正史地理志的发端——《汉
书·地理志》(三)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全国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四)“疆土日蹙”的忧思与
“故国难复”的隐痛——《通鉴地理通释》与《读史方舆纪要》(五)全国地理总志的结集——《嘉庆
重修一统志》二  区域性地理著作(一)“地理大交流”催生出“六朝地志”的繁盛(二)“黍离”的隔世
之叹——以《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城市地理著作(三)“一方之古今总览”——明清方志(四)开疆拓
土的武功与边疆的危机——边疆地理志三  域外地理志(一)“外出使者例有纂述”——从《史记·大宛
列传》到《异域录》(二)“两行求法”拓展了域外视野——《法显传》与《大唐西域记》(三)西潮激
荡下的域外地理视角之变革——清代三部域外地理著作四  游记(一)大气磅礴开山祖——《穆天子传
》(二)明朝中后期的游历之风与游记的兴盛五  山川河渠志(一)“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史记·河渠书》及史书中的河渠志¨(二)“模山范水”的佳作——《水经注》与《水道提纲》(
三)“治水之功远绍夏禹”——潘季驯与《河防一览》(四)“讲求水政者，莫不奉为圭臬”——《行水
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六  地图(一)考古所见我国最早的实物地图——天水放马
滩地图(二)我国传统地图绘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制图六体”与“计里画方”(三)我国首幅海防
地图与海防观念的初兴——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四)我国近代地图的雏形——《皇舆全览图》与
《乾隆内府舆图》七  杂记与论著(一)“归奇顾怪”话亭林——顾炎武地理学思想透析(二)“天地原何
故”的地理探索——《广阳杂记》与《柳庭舆地隅说》(三)“大瀛争购小方壶”——王锡祺的《小方
壶斋舆地丛钞》四种(四)“旷世绝学，独有千古”——杨守敬与《水经注疏》结语引言上篇  史书概说
一  纪传体史书(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二)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三)两部出色的断代纪传史——《三国志》与《后汉书》(四)大一统下的“御撰”之书
——《晋书》(五)从“分裂”之史到“统一”之史——“八书”与“二史”(六)新旧《唐书》与新旧
《五代史》(七)“元修三史”——《宋史》、《辽史》与《金史》(八)新旧两《元史》(九)历经近百年
始成的正史——《明史》(十)纪传体史书的余音——《清史稿》二  编年体史书(一)“一字之褒，荣于
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春秋》与“春秋三传”(二)两部出色的断代编年史 ——《汉纪》
与《后汉纪》(三)“偏缺者五百余年”后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四)《资冶通鉴》后的三部
编年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五)《续资治通鉴》(
六)矢志不移著国史——谈迁与《国榷》(附：《明通鉴》)(七)历朝史料之总汇——实录三  政书(一)经
国之良模，理道之要决——《通典》(二)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通志》(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文献通考》(四)制度史中的断代史——各类“会要”四  纪事本末体史书(一)一部另辟蹊径的新史—
—《通鉴纪事本末》(二)“于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宋史纪事本末》与《元史纪事本
末》(三)“集众长以成完本”——《明史纪事本末》(四)一部“搜罗宏富，词必有征”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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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史》(附：《左传事纬》)五  其他史学著作(一)古史(二)杂史(三)传记(四)史评(五)史考——以三
大考史著作为例附录(一)类书与丛书(二)书目——从刘向《别录》说起下篇  地志概说一  全国性地理著
作(一)“古今地理志之祖”——《尚书·禹贡》(二)正史地理志的发端——《汉书·地理志》(三)现存
最早最完整的全国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四)“疆土日蹙”的忧思与“故国难复”的隐痛—
—《通鉴地理通释》与《读史方舆纪要》(五)全国地理总志的结集——《嘉庆重修一统志》二  区域性
地理著作(一)“地理大交流”催生出“六朝地志”的繁盛(二)“黍离”的隔世之叹——以《洛阳伽蓝
记》为代表的城市地理著作(三)“一方之古今总览”——明清方志(四)开疆拓土的武功与边疆的危机
——边疆地理志三  域外地理志(一)“外出使者例有纂述”——从《史记·大宛列传》到《异域录》(
二)“两行求法”拓展了域外视野——《法显传》与《大唐西域记》(三)西潮激荡下的域外地理视角之
变革——清代三部域外地理著作四  游记(一)大气磅礴开山祖——《穆天子传》(二)明朝中后期的游历
之风与游记的兴盛五  山川河渠志(一)“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及史
书中的河渠志¨(二)“模山范水”的佳作——《水经注》与《水道提纲》(三)“治水之功远绍夏禹”
——潘季驯与《河防一览》(四)“讲求水政者，莫不奉为圭臬”——《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
、《再续行水金鉴》六  地图(一)考古所见我国最早的实物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二)我国传统地图
绘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制图六体”与“计里画方”(三)我国首幅海防地图与海防观念的初兴—
—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四)我国近代地图的雏形——《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七  杂记
与论著(一)“归奇顾怪”话亭林——顾炎武地理学思想透析(二)“天地原何故”的地理探索——《广
阳杂记》与《柳庭舆地隅说》(三)“大瀛争购小方壶”——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四种(四)
“旷世绝学，独有千古”——杨守敬与《水经注疏》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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