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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虽为残稿，但学术地位及学术影响巨大，何兹全先生评价，此书“足以使
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
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这篇文章（指《夷夏东
西说》）以前，中国古代史毫无系统可言。
”　　《史学方法导论》一书则完全代表了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是这种治史原
则的完整体现，当年影响巨大，人称傅斯年开创了“史料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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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195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
他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影响巨大，人称
其开创了“史料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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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史学方法导论  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第二节　官家的记载对民
间的记载    第三节　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    第四节　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    第五节　不经意
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    第六节　本事对旁涉    第七节　直说与隐喻    第八节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史记研究　战国子家叙论　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
—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　考古学的
新方法　明成祖生母记疑　夷夏东西说　说《广陵之曲江　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一、夷夏东西说    1.毫－商－殷    2.夏迹    3.夏夷交胜    4.诸夷姓    5.总结上文　二
、姜原    1.姜之世系    2.姜之地望    3.姜姓在西周的事迹    4.姜羌为一字　三、周东封与殷遗民　四、大
东小东说广一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1.[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
地]　　2.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3.周公之事功　五、论所谓五等爵　　1.[五等称谓的淆乱]　　2.[公
侯伯子男释字]　　3.[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附录  一、战国子家叙论  二、性命古训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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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学方法导论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
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
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
间接的史料。
《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
《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
以此类推。
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
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
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
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
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
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
。
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
，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
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
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
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
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
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
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
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
敦煌卷子少有全书。
（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
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
使用。
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
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潋、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
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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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特色：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因为有
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因为有了这
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