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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何炳松编著的《通史新义/何炳松著作集》借鉴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总结并发挥司马迁、刘知几、
章学诚等古代史家的传统史学理论，对史料研究的方法及通史编纂的原则重新进行思考，建立其新通
史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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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
　　何氏家学渊源，其先祖为朱熹再传弟子何基，几百年间，朱学成为何氏家学，何氏后人世世代代
秉承何基之风，居于金华北山，以读书讲学为乐。
何炳松自5岁启蒙，直到14岁都是跟随父亲读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
同时，这段学习经历使他认识到旧教育的弊端，影响其日后积极致力于引进西学、提倡教育改革的具
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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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导言 历史研究法与社会科学      
  (一)历史研究法——历史之性质——历史研究法之间接性质——历史之作用  
     
  (二)社会科学——此名词之旧义——实在之意义 社会科学之性质  
       
  (三)社会科学中历史研究法之必要——(一)对于现代现象之研究——(二)对于现象演化之研究
    
上编 社会史料研究法
　第一章 史料之理论       
  (一)史料之性质——史料为一种过去行为之遗迹
产生史料各种必要工作之解析：文笔，语言，思想，信仰，知识；各种工作与实际真相之连锁  
   
  (二)史料之来历——知人论世之必要——决定来历之各种步骤
　第二章 考订之原理      
  (一)考订之必要——轻信之自然倾向，轻信之动机  
  (二)考订之雏形——证据观念，司法证据理论之不足，分析之必要  
       
  (三)分析
  (四)考订之步骤      
  
　第三章 史料来历之考订      
  (一)史料来历之考订之条件     
  (二)社会科学材料上之特殊困难    
　第四章 诠释之考订       
  (一)初步之分析——分解为原质——实际上之方法 知识之限制——进行之速度 
     
  (二)诠释之考订——语言文字——文义——迂曲之意义
  此种工作之结果      
 
　第五章 诚伪及正确之考订      
，
  (一)二种考订功夫之特殊条件——诚伪，变更原因，进行方法——正确，错误之原因，发见错误之方
法
  
  (二)共通之工作——审问，史料产生之一般状况，各种工作之特殊务件，可疑之事件——结果 
   
　第六章 事实之利用       
 ，
  (一)断定事实之困难——实际上之解决   
，
  (二)容有之事实——极难诬罔之事实——极难致误之事实——非常之断语适足为一种真相之假定 
   
  (三)各种独立观察之暗合——正当暗合之条件一研究断语是否独立之方法，来历之考订
独立观察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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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事实之编比       
 ，
  (一)事实编比之条件——由史抖中提出之事实状况，程度，性质，厦盖然性之不同 
     
  (二)暂时之编比——专著，类纂
  (三)事实之性质——一般事实或单独事实，确定事实或可疑事实——生存，人类行为，动机 
    
　第八章 社会科学事实之编比      
  (一)社会科学中事实之性质——物质与。
理之特性，绝对客观方法之不可能  
     
  (二)社会之分析——社会分析与生物分析之不同 社会分析之抽象与主观性，想象之地位
    
  (三)编比之进程一比论之应用——问题之应用   
　第九章 并时事实之编比法      
  (一)社会事实主观性质之结果 
算学方法，生物学方法及归纳心理学方法之不舍法——实际规则   
  (二)编比之方法——社会之一般状况——主要社会现象表
　第十章 连续事实之编比法      
  (一)社会之变动 一变动与演化 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之不同 
       
  (二)变动之分析研究——各种步骤厦考证上应注意之点
  (三)演化之比较——统计方法——心理方法——演化之历史进程，习惯之变动，个人之更替
科学结论之条件 
下编 社会史研究法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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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间接之遗迹为文字，吾人通常专称之为史料。
史料为物仅能使吾人直接认识撰述史料者之思想而已，盖史料仅系心理事实之遗迹也。
然吾人可以凭借史料间接以求得外部之事实。
社会科学并不用另一种之史料。
人口学之史料或系人口计算之元素（人数、长短、轻重及价值等之衡量），或系用算学或几何形式所
表示之计算结果。
经济之史料或系统计，或系制度之描述（调查、报告、专篇著作等），或系公私所定各种制度施行之
规则。
原理史之史料系著作家或宣传者之作品。
一言以蔽之，社会科学所利用者仅文字一端而已。
史料原理之得以成立，其故即在于此。
　　文字与社会事实如何能发生关系乎？
吾人欲了解此种关系——往往间接而迂远——吾人不能不分析史料所以出世之条件，而且不能不重新
实现产生史料时必要之各种步骤。
必如此而后吾人方知经过此种步骤以后能否在史料与事实之间寻出关系，俾吾人得以藉此明了事实之
真相。
　　此种分析工作当然抽象而烦琐，吾人为便利起见，试在社会史料中取一极简单之报告为例。
试任取一种统计之报告而分析其出世之各种步骤，以达观察者直接获得此种事实之出发点。
换言之，即此种书面报告成立之出发点，则吾人所得者有如下述。
　　吾人试取此报告，在直接方面，吾人所见者白纸上之墨迹也。
此种墨迹如何产生乎？
当然出诸作报告者之手。
吾人于此而遇第一个中介，即文字是也；亦并于此而遇第一种错误之原因，即撰人所书之文字或有乖
误，或有脱落是也。
　　此种墨迹并非任意下笔者也，其形式盖随一种书写制度而为观察者所深知者。
由此种墨迹，吾人乃追踪观察者所欲书诸纸上之符号，在吾人所用之文字制度中，此种符号盖表示一
种语言之音韵，而为撰人所能发音者。
吾人于此乃遇第二个中介，即文字之符号是也；而且并遇第二个错误之原因，如撰人而不识音韵学，
则此种错误之机会极多。
例如不谙音韵学之人或误末为未，或误干为千，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吾人欲得其真义，非能以语音表出之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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