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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和悠久的史学历程作了新的梳理和勾勒，既叙述了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建构
过程，又对传统的史学史体系进行了适度的解构，对过往学者在传统史学史体系建构中的学术活动作
了分层和标识，认为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将客观的史学现象和主观的学术创新相结合的结
果。
本书对史学的概念、观念与思想，发展的规律及基本特征，历史学家及其家学渊源和学术流派，代表
性的历史著作，历史编纂学，以及史书修纂机构与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作了探讨，不仅有助于
了解中国史学史的全貌，而且有助于认识整个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史学史>>

作者简介

谢贵安，1962年9月生。
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
先后获华中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和明清文化史。
出版《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明实录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
）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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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中国史学史的对象、方法、分期与研究现状
　一、中国史学史的概念与对象：
　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理论及方法、分期．
　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现状
　五、本书的特色
第一章 中国史学的起源：先秦
　第一节 “史”、“史官”与史学起源
　　一、“史”字的解析
　　二、史官的职掌与史学活动的起源¨
　第二节 由公文档案积淀而成的先秦历史著作
　　一、历史著作的出现
　　二、文件汇编：&lt;尚书)与(逸周书)
　　三、“编年体”实践：(春秋)、《左传)与《竹书纪年)
　　四、“记言体”实践：《国语》与《战国策》
　第三节 先秦历史意识与史学观念
　　一、先秦历史意识的繁富
　　二、先秦史学观念的萌芽
　第二章 中国史学的成立：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中国传统史学的卓然独立
　　　一、史学形成与独立的两个阶段
　　　二、中国传统史学独立的表现
　　　三、中国传统史学独立的原因与过程
　 第二节 史学独立的奠基期：秦汉时期的史学．
　　　一、社会背景对秦汉史学的影响
　　　二、秦汉史书由禁行到传播
　　　三、从&lt;汉书)到《东观汉记)：断代纪传体正史的确立
　　 四、&lt;汉纪》：编年体的重光
　　第三节 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命运．
　　 一、《史记》成书过程与主题思想 ．
　　　二、究天人之际：(史记)是掌文史星历的太史令职务的特定反映
　　　三、&lt;史记) 由子书演为史书的过程
　　第四节 史学独立的形成期：魏晋南北朝史学
　　　一、魏晋南北朝史学独立的背景
　　　二、魏晋南北朝史学独立的表现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代表成果
　　　一、两晋南朝代表史著
　　　二、十六国北朝代表史著
第三章 中国史学的发展：隋唐五代宋辽金元
　第一节 隋唐宋元史学的重塑运动
　　一、史学、史书概念与史学学科的进一步确立
第四章　中国史学的鼎盛：明至清中期
第五章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晚清到民国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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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历史鉴戒论的成熟。
 历史鉴戒论是中国先秦既已产生的史学理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所发展。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表》中指出，“智周则万里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是以体备之量，犹日好
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
因此他要求宋文帝“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
这里强调了近代史与上古史一样重要。
这一时期，史学功能已从传统的对人物的褒贬，扩及对治国措施的探讨了，史学已偏重在为当今治国
提供政策借鉴，与儒学、玄学的说教和虚渺相比，史学具有具体生动的特点。
 第三，历史哲学的成熟。
 除了刘勰的《史传》对历史哲学有很深刻的表述外，撰写过《春秋左氏义外传》的干宝在《搜神记》
序中，也有类似的思辨能力和思维成果，对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甚至具有不可知论的倾向。
他指出：“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他发现，同一件历史事实，不同的文献记载就会不同：“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
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
”因此，他断言历史事实很难有客观的记载：“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
”他认为，即使是国史所载的内容都不可信，何况记载千载之前的事，想通过残阙的历史文献的缀集
和故老的访问去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
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
之所病。
”不过，相比之下，通过可靠的史官制度和不懈的学者诵览，仍然可以存史实之大体：“然而国家不
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 第四，直书观念的发展。
 直书是先秦既有的写史观念。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相应的发展。
许多史家不畏强御，坚持据事直书原则。
东晋干宝撰《晋纪》时，敢于对本朝的阴暗与罪恶加以揭露：“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
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
，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还借刘毅之口，揭露晋武帝卖官的无耻行径：“桓、灵卖官，钱人于官，陛下卖官，钱人私门。
”孙盛在所撰《晋阳秋》中，直书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坊头（河南浚县）大败溃逃一事。
桓温读后大怒，威胁孙盛诸子道：“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诸子便要求孙盛“请为百口切计”，但孙盛不为所动，结果还是诸子私下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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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史》写到，中国专门史文库以几种早年蜚声学坛的专史作为引领篇什，更多地选入近十年
来的专史佳品，《中国史学史》是此丛书之一。
谢贵安撰写的此书，不仅仅着眼于武汉大学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为广大的读者提供一
本综合最新研究成果、有一定特色的中国史学史读本，以了解正在崛起的现代中国和正在复兴的中华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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