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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我们谨以《史学概论》，作为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纪念。
在五十年代，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
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
至于《史学概论》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
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
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
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
去年，因为《史学史研究》季刊的需要，我每一季度撰写一篇文章，交它发表，总题目是《谈史学遗
产答客问》。
在酝酿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写史学概论的思想。
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人
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
我想在《史学概论》里，提出一些问题，请同志们讨论。
也希望它能成为教本，多少给同学们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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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寿彝，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民族理论工作者。
回族，河南开封人，早年就读于中州大学、文治大学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
曾为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49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代表，并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开国大典。
此后，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并与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同郭沫若
、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创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等发起创办
了《历史研究》杂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主持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

　　改革开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创办了史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任所长；任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
国家教育部称他“年高德劭，学识渊博，教书育人，誉满学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赞他“为我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史学会认为他“学术的追求
，是创新的意识，批判继承祖国文学遗产，成自得之学；学术求索的理念，是通古今之变，关注祖国
历史的兴衰，思考民族的未来。
”
　　他的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史学概论》、《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
《中国通史纲要》、《民族宗教论集》、《回族人物志》、《中国回族史》等，由他总主编的《中国
通史》12卷22册全部出版，江泽民总书记亲笔致信祝贺，对《中国通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
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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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叙论
　第一节 历史、史料、史学门
　　历史
　　史料
　　史学
　第二节 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
　　如何对待史学遗产
　　史学工作的继承和创新
　第三节 本书的编写大意
　　史学概论的任务
　　本书论述的几个方面
　　回顾与前瞻
第二章 历史观
　第一节 社会生活和历史观点
　　群众生活中的历史观点
　　历史观点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第二节 历史观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历史的运动问题
　　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问题
　第三节 学习唯物史观，推进史学工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
　　产生唯物史观的历史条件
　　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第三章 历史文献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献的繁富
　　史书编写的日盛
　　历史档案的积存
　　历史文献之包罗繁富
　第二节 中国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
　　文献目录学
　　版本和校勘
　　辑佚和辨伪
　　注解和考证
　第三节 历史文献在史学工作中的地位
　　历史文献在史学工作中的重要性
　　历史文献之发挥作用
　　历史文献工作和理论指导
第四章 史书的编著
　第一节 史书的体裁
　　中国史书的主要体裁
　　中国史书的其他重要体裁
　　不同体裁的互相补充和综合
　　史书的内容和形式
　第二节 史书的编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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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编、著及其重要意义
　　长编和考异
　　直笔的优良传统
第五章 史书的体例
　第一节 古老的传统和全局性的体例
　　重视体例的传统
　　断限、标目和编次
　第二节 记时、记地和记人门
　　记时
　　记地
　　记人
　第三节 载言、载文、议论及其他
　　载言、载文和征引
　　议论和注释
　　体例的统一和运用的灵活
第六章 历史文学
　第一节 历史和文学
　　历史和文学的分合
　　历史和文学的各种关系
　第二节 中国历史文学的成就门
　　写人物
　　写战争
　　写场面
　第三节 历史文学的写作经验
　　闳中肆外
　　艺术加工
第七章 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一节 史学跟其他有关学科的离合
　　史学和科学
　　史学成长中跟其他学术的离合
　　史学跟其他学科加强联系的趋势
　　⋯⋯
第八章 近代史学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第十章 当前的主要任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学概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记人史书记人在体例上比记时、记地要更复杂一些，这不仅是因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而
且还由于作为社会的人，其情形必然比时、地更生动，更富于变化。
以往的各种体裁的史书，主要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都可以记人。
但是，后两种体裁分别以记年、记事为中心，记人则受到局限，只有纪传体史书以记人为中心。
因此，古代史家讨论记人的体例也往往是围绕纪传体史书展开的。
刘知几在《史通·列传》篇强调纪和传的区别，认为《史记》纪项羽、《后汉书》纪皇后，其实都是
传；而《三国志》的吴主传和蜀主传，其实都是纪。
在《史通·人物》篇里，他提出立传的标准是“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批评一些史书当
传而不传、不当传而传的偏颇。
这里，主要是涉及史家的见识，但也跟记人的体例有关。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记人的体例有更丰富的议论。
如《传记》篇说：包举一生可以为之传，随举一事也可以为之传；就是“见生之人”，也不是不可作
传的。
他主张在地方志里应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体例，“表职官姓氏”，于“姓名之下注其乡贯、
科甲”，所记职官范围就大得多；他认为“世系牒，重于户口之书”，主张广泛撰写谱系之书，“以
司府领州县，以州县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计，可以指掌言也”，把记人的范围扩大到全国
上下；他提出以往的《列女传》开始都写“郡望、夫名”，是很不妥当的，主张“以女氏冠章，而夫
名、父族次于其下，且详书其村落，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征”。
关于传的种类，刘知几说：“传之为体。
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
他认为合传、附传就是传的变体。
章学诚对一人之传、一家之传、专门之传都有所论列。
这里既涉及记人的内容，也涉及记人的体例。
从今天的认识和要求来看，这些关于记人的体例的见解，有的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而有的则还是可
以参考的。
我们今天编著史书，在记人的体例上要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对于专人立传、附传、合传、类传等，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这几种传体，是以往史书经常采用的。
专人立传，是包举一人一生之行事，而传主一般都是在历史上影响较大、事迹丰满的人，如《史记·
商君列传》、《旧唐书·魏征传》等。
这种专传应能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和重大的历史课题。
附传，这是在主要叙述一个传主生平事迹之后，附带叙述与传主有关联之人的主要事迹。
如《旧唐书》卷七三在《令狐德棻传》后附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等人略传，在《孔颖达传
》后附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等人略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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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概论》编辑推荐：经典重现，再现史学大师治学硕果，中国史学史的开山之作，中国史学治学
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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