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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史学史教程》是为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所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材，中国史学史是历史
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近年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在同类著作中，《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史学史教程》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
特点：一是贯通古今，其内容上起先秦，下迄当世，突出了作为历史学自身之历史的相对完整性。
二是脉络清晰，其结构包含古代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古代史学的全面发展、古代史学的繁荣、古
代史学的总结和嬗变、近代史学的兴起、近代史学的演进、现代史学的深刻变革和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以及中国史学当前主要趋势，这一纵向结构力图彰显历史学自身“彰往察来”的功能和意义。
三是史论结合，其表述形式是在阐述史学发展史过程中，就前人对历史的认识或对史学的认识，提出
并阐述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有助于增强读者的问题意识和对理论探讨的兴趣。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史学史教程》内容充实，重点突出，文字流畅，也
适合于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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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林东，男，汉族，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部召集人。
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
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
简明史学史》、《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历史文化散论》、《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等书。
撰有《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等论文
、评论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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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二 学习中国史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三 本书的内容和结构第一章 中
国古代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引言第一节 最早的官府历史记载和历史典籍一、传说中的古史踪影二、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官府历史记载：甲骨文和金文三、中国最早的官府历史典册：《尚书》、《诗经
》和国史第二节 私人历史撰述的出现一、孔子和《春秋》二、《左传》和《国语》三、《战国策》、
《竹书纪年》和《世本》四、历史观念的丰富第三节 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诞生一、政治大一
统与司马迁著《史记》二、开创纪传体通史的恢弘气象三、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四、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第四节 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朝代史的形成一、班固和第一部纪传体朝代史：《汉书》二、“上下洽
通，详而有体”三、《汉纪》：最早的编年体朝代史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全面发展引言第一节 “
正史”撰述的诸多成就一、范哗《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二、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
《三国志注》三、《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四、“五代史”纪传和《五代史志》五、唐修《
晋书》和李延寿《南史》、《北史》第二节 多种历史撰述的出现一、地方史、民族史和关于域外情况
的记述二、家史、谱牒和别传三、历史笔记的勃兴第三节 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一
、刘知残的史学批评意识和《史通》的主要内容二、《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三、刘知畿的“史才三
长”论第四节 第一部贯通的典章制度史：《通典》一、杜佑的政治生涯和《通典》的史学价值⋯⋯第
三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第四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总结和嬗变第五章 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第六章 中国
近代史学的演进第七章 中国现代史学的深刻变革和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第八章 中国史学当前主要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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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话，反映了历史形势的特点，也表明了作者在唯物史观和历史学相结合上的坚定信念。
本书在社会革命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上的重要价值，是当时的其他历史著作不能与之比拟的。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它是作者引唯物史观之光照亮
古老史学殿堂的一个伟大创举。
关于古史的认识、叙述与研究，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座巍峨的中国古老史学殿堂，总是时隐时现地笼
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和神圣的气氛，以致使人们的一些真知灼见都为之黯然失色。
郭沫若的历史性贡献，恰恰在于他根据唯物史观的原则，从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入手，揭示
中国古代社会面貌所具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品格，从而廓清了中国古老史学殿堂所笼罩的神秘
色彩和神圣气氛，还其本来的世俗的面目。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史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当以此为起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一篇导论，题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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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史教程》：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经
过近90年的历程，已初步确立起来并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重要地
位。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也是如此所谓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吏学发生、发展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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