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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可读耶？
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
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
中国历史可不读耶？
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
，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
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
为史迹者，今或不认。
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
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
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
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
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
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
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
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
苟有法以整理之耶？
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
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
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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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
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强调既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又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
研究法”，表达了作者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中批判继承传统史学和吸收西方近代史学方法从而建构新
史学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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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另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学术大
师，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同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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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吾草此章将竟，对于与吾侪最接近之清代史学界，更当置数言。
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
唐、宋去今如彼其远，其文集、杂著中所遗史迹尚累累盈望。
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殆无余物可以相饷。
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
此其故不难察焉，试一检康、雍、乾三朝诸文字之狱，则知其所以钳吾先民之口而夺之气者，其凶悍
为何如。
其敢于有所论列而幸免于文网者，吾见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鲒琦亭集》）。
窃位者壹意摧残文献以谋自固。
今位则成闰矣，而已湮、已乱之文献终不可复，哀哉耗矣。
虽然，士大夫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故压于此者伸于彼。
史学之在清代，亦非无成绩之可言。
章学诚之卓荦千古，前既论之矣。
此外关于史界，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其一，如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其书有组织，有断制，
全书百三十卷一气呵成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
其善于驾驭史料盖前人所莫能逮。
故魏禧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
其二，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
善用其法，则于一时代之史迹能深入而显出矣。
其三，如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
其书有宗旨，有条贯，异乎钞撮驳杂者。
其四，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
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
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
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
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
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
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
自万斯同著《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补缀无遗，且所补常有突过前作者。
（二）史文之考证。
考证本为清代朴学家专门之业，初则仅用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
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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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两编，则任公先生晚年杰作，是出其一生治史之心得，以惠后学者也，概然
竟以金针度人，如之何可弗广其流传，今之言历史研究法者类出稗贩，惟此两编为作者自抒心得之作
，世有欲治国史者，此其南矣。
　　——著名史学家会兆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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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研究法:老清华讲义》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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