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国学（史学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华国学（史学卷）>>

13位ISBN编号：9787802280267

10位ISBN编号：7802280265

出版时间：2006-10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章炳麟

页数：482

字数：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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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国学（史学卷）>>

内容概要

“中华国学”丛书以中华学术领域中独立成学的形式，对国学各学科分门别类加以综述，介绍该学科
发展变化之历程，以及各学科的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和各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以独特的视角诠释国
学。
读者可寻根溯源，探寻中华文化之本，从而达到鉴古知今，继先哲之遗产，发潜德之幽光之目的。
为保证丛书的学术权威性，丛书作者均为国内知名学者、专家和教授，且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所
撰写的文章力求全面、准确、简洁，以3—5 万字的篇幅，对每一学科进行概括性介绍。
文章中适当略去了学术著作中的繁琐引证，以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领略精要。
 丛书分《史学卷》、《文学卷》、《哲学卷》、《综合卷》、《民族卷》共5卷，计330万字。
本书为《史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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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尚书学　一、最早在先秦时的《尚书》 　二、汉代的《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三、东晋至唐
的伪《古文尚书》　四、宋代承用伪《古文尚书》及巨大发展与疑辨　五、元明奉行宋学独尊《蔡传
》及继续疑辨　六、清代推翻伪古文对《尚书》进行全面研究　七、现代的《尚书》整理与研究史记
学春秋学　一、《春秋》和“三传” 　二、汉魏时期今古文的论争和融合　三、深入和总结——从杜
预到孔颖达　四、宋学和《春秋学》的进一步政治化　五、向汉学的回归　六、今文学的再起和《左
传》真伪的论争　七、逐步走向科学化的研究通鉴学　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二、《通鉴》的
价值及其版本　三、历代对《通鉴》的研究与继承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通鉴学”的发展　五、“
通鉴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新发展方向谱牒学　一、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　二、谱牒学研究概况　
三、家谱的收集与研究活动堪舆学　一、堪舆之学　二、对堪舆学的研究　三、对堪舆研究的思考方
志学　一、地方志与方志学　二、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　三、方志目录学　四、方志整理学甲骨学　
一、关于甲骨学　二、甲骨文的刊布和整理　三、甲骨文考释和通读　四、甲骨文断代研究　五、甲
骨文商史研究简牍学　前简牍学时期（西汉至清末） 　近代创立期（二十世纪初） 　　一、斯坦因
的三次中亚考察　　二、斯文·赫定与楼兰简牍　　三、其他外国探险家发现的简牍　　四、近代中
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流沙坠简》 　奠基期（二十世纪的三十至四十年代） 　　一、中瑞联合
考察团与黄文弼的罗布淖尔出土木简考释　　二、居延汉简　　三、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夏鼐的《新获
之敦煌汉简》 　发展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一、五十至六十年代　　二、七十年代　　
三、八十年代　　四、九十年代以来金石学　一、我国传统金石学在考古学史上的地位　二、宋以前
传统金石学的“蕴酿时期” 　三、宋代传统金石学的形成　四、清初传统金石学的复兴和清末的鼎盛
　五、清末民初古器物学的形成　六、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后的金石学研究　七、新中国青铜铭文的
整理、研究和著录成就　八、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总结和现代科技的引入考据学　一、考据与考据学　
二、传统考据学的迁演　三、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　四、对乾嘉考据学的再评价　五、近代考据学研
究的进展　六、现当代考据学的发展及新世纪考据学的展望辨伪学　一、辨伪和辨伪学　二、伪书产
生的原因　三、辨伪学简史　四、近百年来辨伪学的发展文献学敦煌学　一、藏经洞内的稀世珍宝　
二、令人伤心的国宝被盗　三、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　四、敦煌学的兴起　五、敦煌学的全面展
开　六、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八、新世纪的敦煌学
郦学　一、《水经》与郦道元的《水经注》　二、隋唐至北宋时期《水经注》的作用与流传　三、金
元至明清时期“郦学”的研究与学派的形成　四、民国以来的郦学与应用　五、国外的郦学研究概况
徐学　一、“徐学”的提出　二、关于徐霞客的研究　三、关于《徐霞客游记》的研究徽州学　一、
徽州学缘起　二、徽州学学术团体、研究机构与学术活动　三、徽州学学科建设　四、徽州学成果述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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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二　　《史记》在史学上的重大成就，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撰写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只有文告汇编、断代编年、地区国别、谱牒世本之类的史书，《
史记》才是第一部通史。
这部通史，在时间上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以至汉武时代，跨越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并进入封建社会，总共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在内容上记载了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以至于医术、占卜等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所以说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在地域上除主要记述汉武时期国家版图中心地区的史事之外，还包括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
视野所及为当时已知“天下”的全部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又同时具有某种世界史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这部通史的表述，有着非常明确的划分阶段的特点。
依据历史事势的发展，司马迁是将三千年的通史划分为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秦楚之际、汉代五个
阶段，并精辟地概述出各阶段的特征，而集中表现司马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是“表”及其序文。
代指春秋以前阶段的是《三代世表》，虽然其序文没有关于该阶段的论述的文字，但实际内容是强调
了中国本土上世系的产生与延续以及随后影响深远的分封的形成。
其他阶段的特征如五霸争雄、七国扰攘、号令三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分别在《十二诸
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确的论述
说明，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说明，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极其高明的历史见解。
　　同时，在撰史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也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首先是通观原则，后代如直接标明有“通”史特点的《史通》、《文史通义》，《通典》、《通志》
、《通考》，《资治通鉴》等，自然有着《史记》通史影响的痕迹，即使其他许多类别的史书，虽然
没有直接标明“通”字，但也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上是受着《史记》影响的。
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通识，常常是评论史家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统系原则，《史记》是记述统一、强调统一、歌颂统一的，它首先在思想上确立了统一在中国
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表现在各朝各代的前后连接上，《史记》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国自黄帝以来朝廷的正宗统系，这反过来
又有利于在政治思想上肯定统一，保证统一。
后代史家在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的时候，即使是天下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都注意于探寻能够代表
着统系的实际主宰力量，尽管认识上各家有分歧，但均关注统系的存在却是一样的，而在这方面，正
是《史记》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再是实录原则，司马迁写通史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是依据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典籍文献、档案资料
，且有他亲身的实地考察采访，并加以综合考证才写出来的。
司马迁赞赏古代史家的“直书”精神，努力将它贯彻到通史中去。
《史记》中尽管有些记事的材料有出入，或不一定准确，但总体来说除传说时代以外，它确是信史，
这是毋庸置疑的。
班固在史学观点上批评司马迁，但他也不能不颂扬《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
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赞》)由此，是否具有“实录”的精神，是评价后代史家著述价值的必备条件。
最后是厚今原则。
《史记》是通史，跨越时间很长，但它记述的重点是近现代，尤其是当代。
十二本纪，秦汉占了七篇，而这段时间共约150余年，在整个《史记》记事的三千年中只占很小的一部
分。
十表，除前三表外，余七表全是秦汉。
七十列传，自卷二十三、二十四邹阳、贾生以后全是记秦汉的，只有极少数篇章内容涉及秦汉以前，
而其中从卷四十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以后又基本上是记汉武时期的，光汉武一代所记人物事迹就约
有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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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薄古厚今，尤其重在写当代史，既说明当时写史所具有的较为宽松的进步的时代气氛，同时
也表明司马迁敢于指陈现实的巨大勇气。
后代写史的条件越来越严酷些，但《史记》所确定的厚今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创设了纪传体史书体例。
　　在《史记》以前有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禹本纪》、《
山海经》、《穆天子传》、《世本》、《秦纪》、《楚汉春秋》以及年纪谱牒等所体现的多种史书记
述形式，但从体例上来看都不完整、规范，至《史记》才创制了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
体裁综合为一体的“纪传体”史书体例。
　　本纪。
刘知畿《史通》说“天子日本纪，诸侯日世家”，意思是说记载天子事迹的体裁称为本纪，记载诸侯
事迹的体裁称为“世家”，这个说法只看到了《史记》运用本纪、世家体裁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了解
司马迁创设的本意。
司马迁自己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
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这就明确了作本纪的主旨。
就本纪而言，《史记》不只是记天子事迹，而是通过历史上帝王世系年代传承的记述，除了体现历史
的时间性以外，还重在表示天下发展大势。
《史记》十二本纪中，《五帝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是最有争议的，
但正体现了司马迁的上述思想意图。
《五帝本纪》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将黄帝作为中国历史大势的开创人物，并以禅让开始
来体现一种德治模式，《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般形式的编年纪事，其中德盛德衰
影响政治成败的记述非常明显。
按正统的观点来说，周王朝以后就是秦王朝了，自然以《秦始皇本纪》来接续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却
在中间横插了一篇《秦本纪》。
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诸侯国，司马迁不把它写入世家却写入本纪，这是表示在历史上秦以武
力统一天下的过程，正是由儒家德治转入法家力治的关键步骤，不记述这一步骤，天下大势演变的原
貌显现不出来，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将秦写入本纪是非常合理的。
中国历史秦代后就是汉代，《秦始皇本纪》以后接续《高祖本纪》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又列出一篇《
项羽本纪》。
项羽不入列传，不入世家，却列入本纪，是说明项羽以武力灭秦以后，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
，直至楚汉相争失败，其事迹系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所以列他人本纪。
项羽的最终失败，也说明残暴的武力统治均会短命而亡不可久安，刘邦是个宽大长者终于取胜，说明
德力统治的又一次转化。
古人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是说妇人不可以主政，但司马迁和这个看法相左，不立“惠帝本纪
”而立《吕太后本纪》，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认为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吕太后，就可以将她写
入本纪，勇敢地撇去了在统治权上区别男女的偏见。
吕后继刘邦之后，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为而治，使生产发展了，民众逐渐富足起来，她之所行
是以道家学术为主的德力结合以德为主的统治方案，又是天下大势发展的重要一环。
经文帝、景帝，自流放任的结果，社会矛盾尖锐起来，至武帝时内法外儒的公羊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
，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当是这样一种天下大势思想的表述，然而这篇本纪是亡佚了，我们已不可
窥其原貌。
《史记》本纪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体现这个“纲”的作用的，除给予重要历史事件确定相应的时间位
置及表明它的背景以外，主要价值是实事求是地表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天下大势，这是应该明确的。
　　表。
这种体裁具有纵横交错，简明扼要，众事纷繁，一目了然的特点。
司马迁说：“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它辅助本纪也起着“纲”的作用，而重要的是十表的设置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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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形式上，十表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重在帝王世次，它以此为经。
全表又分为两截，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的世次为纬，后半截以鲁至曹十国世次为纬，总的内容是“观
百世之本支”。
《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地为主，故年经(
月表以月为经)而国纬，总的内容是“观天下之大势”，因此这四表在年代显示上成为了十表的骨干部
分，贯穿着全史。
《高祖功臣侯表》以下四年表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具见汉初六朝百有余年侯家的盛衰始末，并
见惠景间的四朝事势和建元以后诛伐四夷的情况，总的内容是“观一时之得失”。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记为主，年经而职纬，也就是首列纪年为经，次四格分列大事记、
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旁行为纬，观其事可察人君治忽之机，即可定人臣贤不肖之分，总的内容
是“观君臣之职分”。
其实观百世之本支，观一时之得失，观君臣之职分，也是从不同侧面考察政治事势，所以，表体所包
含的内容，就是以不同形式，结合具体的事态发展，来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天下大势。
　　书。
此种体裁，《汉书》改称为“志”，由于它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后代演变而为政书体，而其创始之源
当出自《史记》。
司马迁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史记》八书，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
司马迁把礼乐摆在前面，可见他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在统治中的作用，实是显示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
特征。
律，本应指音律，但《史记》依司马迁自己的说法主要是记军事制度。
这前三篇均已遗佚，今之所存学者多论定为补篇，是以难见其原貌。
历，是记历法的，今之所见可能有后人的窜乱；可能由于看法上的分歧，司马迁没有记述《太初历》
的制订过程和具体内容，故使人至今不能通晓它的真貌，也是一缺憾。
天官，是记天象与五行星占的，其中有些迷信思想，但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司马迁是当时有
名的天文学家，本篇在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
封禅，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大事，它可以神化皇权，不能不记，但此篇对汉武极具讽谏意义。
河渠，记兴修水利，是农业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平准，以汉武时期的均输平准取名，重点是讲当时的财政策略。
八篇中礼、乐、律、封禅属政治领域，历、天官、河渠属自然科学，平准属财政经济。
由于草创且有缺失，八书内容不如后来《汉书》十志的那么完备、全面。
其中天官、河渠、平准是《史记》中的精彩篇章。
　　世家。
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体裁，后来的正史中很少有这种体裁，它的产生确实与周初以来的诸侯分封有密
切关系，但它也绝非全然如刘知畿所说“诸侯日世家”。
司马迁自己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谷，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
主上，作三十世家。
”故创作世家的主旨是“拱辰共谷”维护大一统。
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物人世家，否则如吴王刘濞、淮南衡山二王以及韩信等都不能人世家，因为他们背
叛、违抗朝廷。
这是世家体裁的主旨所在。
三十世家大体上分为四类，都是符合这一主旨的。
一类是前十六篇春秋、战国时的列国诸侯；一类是孔子、陈涉两位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孔子一
生的学说是维护君权的，陈涉是刘氏王朝的开路人，都是名符其实的“拱辰共谷”者；一类是刘氏王
朝皇家的宗亲后室；一类是汉家重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周亚夫父子，他们是绝对
尊崇拥护汉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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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上大体分为两种：列国世家形同本纪，写出了各重要诸侯国各自的发展形势；其他世家形同列传
，其中孔子、陈涉及汉初重臣诸世家，是《史记》中的著名篇章。
　　列传。
这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从远古传说时代到司马迁的当世人物，总共七十篇。
其中第一篇写伯夷、叔齐，实际是议论重于事迹，相当于列传的总序，表明了司马迁评述人物史事的
重要观点。
从第二篇管仲、晏婴起，才是实际人物的传记。
历史上人物这么多，司马迁选择立传人物的标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
立功名于天下”。
(上引均见《太史公自序》)义、时、功名、天下是基本要素。
前二至七篇，除韩非、吴起外属春秋时代人物；八至二十八篇，除邹阳、贾生外属战国时代人物，其
中多数人物与秦朝的兴亡关系密切；二十九至四十六篇，为秦亡汉兴至景帝时人物；从四十七篇起是
汉武时代的人物，其中包括九篇类传，四篇周边少数民族传及二篇涉及域外国家的传。
从形式上列传又分专传，专为某一重要人物设传，此中包括少数民族传和域外国家传；合传，数人合
为一传；附传，某一人物事迹附在他人传中；类传，将某一类人物汇在一起立传；自序，实为专传，
因功能有别，有的学者将它单列为一类；还有一种叫附见，即在为他人写传时提及到某人的事迹功德
影响，如纪信、王躅、毛遂等就是，有时附见人物的历史作用并非都不重要。
司马迁记述人物，重要的是通过人物事迹来写历史，使史事具体化，它是相辅于本纪、表的“纲”以
成书的。
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部分。
　　P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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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仍立者也。
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既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尤芨芨乎！
——章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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