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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史新义》中“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
”，但何炳松注重把西方“新史学”的阐释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的义理方法相结合，建立了新的史
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着重大贡献。
　　《历史研究法》介绍了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指出其与中国古代“史法”、传统“史评”、“史
论”的差异，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是对“人的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古代史著的评论。
与此同时，他力图沟通中西学问，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如搜集史料、辩明真伪、知人论世、阐明史
料、断定史实、比次史实和勒成著作等做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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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炳松（1890～1946），历史学家、教育家，他第一个在中国系统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
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海外将他与
胡适并提，认为是同一时期学贯中西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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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史新义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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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史料如何能使吾人获得对于一件事实之知识乎？
史料与事实间其有一定之关系足以使明了史料者可因之而明了事实乎？
如史料而能供给过去之消息，则史料本身必系过去事实所留之一种遗迹。
对于研究过去事实之历史家，史料固一种消息也。
遗迹之种类有二：一属直接，一属间接，吾人须分别研究之。
直接之遗迹为实物，例如建筑物、机器等，为过去人类活动之产品，可助吾人直接明了此种活动之为
何。
当吾人欲明了一种实业之方法或其产品时，吾人可以利用直接之遗迹如材料或工具皆是。
工艺史之史料即系如此。
然社会科学并无此类之研究，而且此即社会科学特有之性质也。
盖社会科学所研究者为社会现象，而其根本之对象则为实物；人口学所研究者为人体之分配及物质上
之事实；经济学所研究者为财富之生产与分配。
然社会科学与真正物质部分之现象完全分离，人体之研究让诸人类学或人种学为之，工业方法之研究
则让诸机械学为之。
社会科学所研究者非属于人体或行为之物质现象也，乃属于人体间或行为间之抽象关系也，亦即研究
人体或行为之数目或各种经济制度也。
换言之，即研究入与物之关系也。
是故在社会科学中过去之直接遗迹实无利用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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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学之史料或系入口计算之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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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吾人得以借此明了事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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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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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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误干为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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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本身不过一种心理思想上之生理符号而已。
当发言之时，撰人必怀有一种思想。
吾人于此乃遇第三个中介，即语言是也。
吾人欲追溯撰人之思想而明了其字义，吾人不能不了解撰人所用之语言。
而且于此又遇第三种错误之原因。
撰人对于此种语言或不甚了解，或以习用之意义加诸外来新字之上，例如误“考订”为“批评”或误
“评论”为“抨击”，皆其著例。
然在文字上所表出之思想不尽系撰人心中所信仰之思想。
例如彼自谓彼之为佛教徒乃戏言耳，或谓彼之自称为百岁老人乃夸言耳之类。
吾人于此乃遇第四个与第五个之中介。
吾人审察其文义时，不能不追溯撰人真正所抱之观念，并借此观念以审察撰人诚心所信仰者为何。
而且于此又遇第四种与第五种错误之原因，即夸饰及诬罔是也。
吾人至是乃深入撰人之心理状态，而了然于其所信仰者为何。
如吾人所欲研究者仅系原理问题，则吾人工作至此已告完成，毋庸再进，因史料已能以撰人信仰诏示
吾人也。
研究社会原理之历史，实际上各种步骤即止于此。
然吾人而欲了解一件外部之事实，即不能以深知撰人之信仰为已足。
吾人所欲研究者，则正外部事实也。
而撰人或本已受人之欺罔，例如一己年岁之多少即非吾人所能自知，而纯赖他人之报告。
故撰人意见之有价值与否纯视其对于事实真相有无正确知识为标准；而知识之正确与否，又视其是否
由正确之观察——或亲自观察或重述他人——而来。
吾人于此乃遇第六个亦即最后一个之中介，即吾人必须由撰人内心之信仰以达一种外部事实之观察。
是故史料为物，既经过上述一切之中介，终与科学方法上之一种行为相接，——即“观察”是也。
一种史料价值之高下当以其是否源出正确之观察以为断焉。
是故史学之为物，根本上似与所有观察之科学相仿。
历史研究法似亦以其他所有科学方法上之原理为根据，盖史料终系一种事实之观察也。
当天文学家在观象台中，或化学家在实验室中从事观察而笔之于书，其观察似与史料无异，盖亦一种
调查之报告也。
然普通并不以“史料”二字加诸科学观察报告之上，此中盖有理由焉。
史料与观察盖有一实际上不同之点焉。
此所谓不同之点并不若通常所谓史料为一种久已不存、无法观察之事实的证据，科学观察则可以再三
重复行之之意。
在天文学上，欲重新观察一颗流星之飞过，绝不可能。
然观察一颗流星飞过之书面报告则不仅一种史料而已。
其不同之点实在“方法”。
科学上书面报告之编纂依据一定之方法，严密而固定者也。
至于史料之编纂初无一定之方法，其性质盖与实验室中助手之报告相同也。
是故吾人自手稿以追溯各种步骤，其必要者有如下述：（一）撰人笔记报告时有一种用手的行为；（
二）在撰人心理中有一种对于书写号之观念；（三）在同样心理中有一种代表文字之声音；（四）撰
人所述有文义之文句；（五）撰人所已了解之文义的观念；（六）撰人所抱而且易流于错误之信仰；
（七）撰人根据观察事实所得之直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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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撰人之知识得自第二手，假使撰人所述者不出诸亲身之观察而重复他人之所述，则在上述之最后
二种步骤间，并可插入另一个中介，即撰人所述者乃此中介观察所得之报告也，而撰人对之并须经过
上述之各种同样步骤。
如吾人工作所施者已非手稿而系版本，则更加上一层困难。
版本所代表者为根据手稿而来之一种印刷行为。
是故欲追溯一种手稿，非经过印刷术上所有之理智作用不可。
于此乃发生二种重叠之工作。
然第一种工作在实际上无甚关系，盖印刷术之状况极便于观察且便于重复试验也；而且印刷时其清样
必曾经撰人自身之校对。
是故吾人如欲自一种史料中获得一种事实之知识，吾人必须将所有介于其间之各种步骤重演一番，即
设身处地抱撰人之心理而产生之，而且将所有连贯之行为一一表出之是也。
至少吾人当注意各种步骤间关系之起点，即事实是也。
而欲决定起点与终点之关系，则唯有此法而已。
所谓终点，即史料是也。
实际上在此种自事实以至史料之连锁中，史料为撰人工作之终点而为吾人工作之起点，事实则为撰人
工作之起点而为吾人工作之终点。
吾人所能观察者唯此二种实质而已。
其为物也，无异链条上两极端之二环，其一为撰人所曾观察之事实，其一为撰人所陈述与吾人所能观
察之史料。
所有介乎其间之诸环，如信仰、观念、语言等，均属诸心理状况，吾人不能直接以观察施之。
吾人仅能以吾人固有内心状况，用比论以测度之，盖吾人直接所知者本仅吾人一己内心状况而已也。
历史研究法所以纯属一种“根据比论的心理解释”，其理由即在于此。
社会科学之构成既纯赖史料，则社会科学本身之不能不屈居于一种心理方法之下固可断言者矣。
（二）史料之来历——知人论世之必要——决定来历之各种步骤吾人如欲根据史料以求得知识，其条
件如何？
史料价值之高下纯视其与吾人所欲明了之事实有无关系。
吾人以幻想中人物为材料而著成之报告，无论其情景如何逼真，文笔如何生动，终以内中消息纯属想
象之故，吾人决不能称之为史料也。
在报告与吾人所欲研究之一人之间必有一种真正之关系。
然仅有关系之存在尚未为足也，必也此种关系能为吾人所深知。
撰人所编之报告虽入吾人手中，然若吾人不知其著作之时日与地方，则此种报告对于吾人即无价值之
可言，盖吾人不能借以溯明各种正确之真相也。
如欲使史料成为有用之物，吾人必须了然于此种史料与何种事实有关。
换言之，即撰人在何种状况中著作此种史料，吾人必须了然于著作之在何时，在何地，并著者为谁，
此即吾人所谓“来历”者是也。
吾人对于史料所施之一切工作，必先自决定来历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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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北大讲义:历史研究法 通史新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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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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