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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元代卷》与《宋辽金卷》在史学思想上既相通，又有自己的个性，应当单独成
卷。
    元代史学思想与理学关系万为密切。
宋元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元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它在“北踰阴山
，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辽阔领域，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当蒙古统治者由漠北草原向四处发展时，他们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他们接
受了中原汉文化以及东欧拜战友廷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等先进文化的影响，推动了本身文明的进步
。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统治集团，顺京戏了历史潮流，对内行中原汉法，对外开放交流，促进了元代文化
的繁荣。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元代卷》展示了元代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思潮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段，从思
潮入手，显示其特有的风貌，洋洋乎，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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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少川，1954年10月出生，广东省油头市人。
1982年、1982年分别在北京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1985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在职期间获历史学博学位。
现任该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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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题心导言 第一节 元代史学的特点 第二节 元代史学思想的发展 第三节 元代史学思想的研究及
意义第一章 元代理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第一节 理学北传及其与史学之关系  第二节 求历史治乱兴衰之
理 第三节 心性之学在史学思想中的反映 第四节 经史关系论的新发展第二章 元代史学的民族观 第一节
故国思绪的民族观 第二节 “用夏变夷”的历史思考 第三节 在正统之辨中冲决夷夏之防第三章 元代史
学的世界性意识 第一节 拓疆万里和域外著述的增多 第二节 加强中外交通的历史观念第四章 元代史学
的经世思潮 第一节 元初对宋末空谈心性的反省 第二节 考核历代典制以济世 第三节 文献征实与历史借
鉴结语：元代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本卷主要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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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王道德治的盛衰标准　　元代历史观所折射出来的理学色彩还有很突出的一面，就是以是否
实行王道德治，作为治乱盛衰的历史标准。
　　王道和德治是儒学古老的命题，旱在孔子时就提出“为政以德”[1]的政治构想，主张以道德标准
作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方针。
从德治的要求出发，孔孟提倡推行“王道”，以德治国，以仁义治理天下。
与王道相反，先秦法家提出了“霸道”的政治模式，即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来达到统治的目的
。
王道、霸道的对立又与历史上的义、利之争互相联系。
王霸和义利问题，在宋代有过激烈争论。
北宋二程首先从理的角度上说明历史上王道、霸道的分别，南宋朱熹继承二程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发
挥，他认为三代以理与道治天下，人心合于仁义，因而是盛世；三代以后以法术治天下，人心为利欲
所蔽，因而是衰世。
当时的陈亮驳斥了朱熹的说法，他指出古今异道，今世不必法古，汉唐并非不如三代，并主张王霸兼
用，义利并举。
元代学者基本继承了朱熹的王道德治学说，在宋代史学总结“德政”治国、“礼义”兴邦等历史经验
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王道德治为标准考察历史的盛衰治乱，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王道德治对于治世兴邦
的实质意义和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元代史学思想的王道德治理论并不是对程朱理学的简单继承，它的思考与发展是与元代特
定的社会环境有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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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元代卷》：长期以来，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黄山书社出版了吴怀祺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多少改变了
这种状况。
吴怀祺教授多年来一直潜心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1992年就出版了《宋代史学思想史》， 1996年
又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对于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
作为一套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共分十卷，即《总论－先秦卷》、《秦汉卷》
、《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
前卷》、《近代后卷》，以 300 余万字的篇幅，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史学的深邃思想，全面展示了中国
史学思想的壮观画面。
从内容上看，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的史学思想。
有些西方学者在没有认真研究中国的这些典籍之前，却武断地否认中国史学里的深邃思想。
中国究竟有没有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无疑是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者所面临
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套通史以事实向世界展示出中华民族史学思想的丰富、深邃，展示出中华民族史学精神的深厚底蕴
，书中认为：历史变易思想、历史借鉴思想、经世致用思想等，是中国史学家对于世界史学思想的巨
大贡献。
与此同时，书中还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史学思想里的糟粕，对于循环史观、天意史观、英雄史观等
都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第二，扩大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以往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学者，多重视研究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著作及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这当
然是应该且必须的。
但是，史部著作之外，其他经、子、集三部里同样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史学思想。
这套通史重点研究了史学家的思想，同时还研究了哲学家、思想家、经学家等的史学思想，从而扩大
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第三，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
主编在《秦汉卷》的《题记》里说：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标志着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成熟，而班固
通过改《史记》完成了封建史学“二重性”的构建。
对于封建史学“二重性”特点的揭示，是主编的新见。
《秦汉卷》的作者会心于此，不仅阐明了古代史学的“二重性”特征，而且还着力写出董仲舒对两汉
史学的影响，从而把两汉诸子学、新经学与史学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元代卷》在分析元代史学思想史时特别注意把握元代社会民族问题突出、理学官学地位确立、对外
开放局面形成和经世思潮兴起等时代特征，由此阐述了元代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对这些社会
现实所起的反作用，所论颇能益人神思。
在《近代前卷》的《题记》里，主编还特别揭示了近代中国史学落后于世界的原因，指出乾嘉的闭关
与自然科学的落后，使得史学创新不足，没能在批判吸收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有
民族特点的历史哲学，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
像这些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见解，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作为一部集体著作，尽管主编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如各
卷文风不尽一致，有些章节的论述略显单薄等，都是有待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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