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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一部论述白寿彝史学成就及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的
论集。
主要内容包含：一、对白寿彝在20世纪中围史学发展巾之地位的总的评价；二、综论白寿彝的史学思
想、治学道路和史学成就；三、阐述白寿彝在中国通史领域的研究和编纂方面的学术贡献；四、分析
白寿彝在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研究上的理论贡献及撰述成就；五、评价白寿舞在史学史、史学理论、
历史教育和历史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六、评介白寿彝关于读书、学风、文风和文章之道的有
关见解及其现实意义。
全书约38万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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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
批评纵横》、《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一》、《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历史文化散论》、《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等；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三卷本）、《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等；
撰有《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历史学的
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梅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评
论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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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通识和器局
通识和器局--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
治学道路和学术风格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简论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
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
白寿彝史学思想浅论
白寿彝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格
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
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
白寿彝教授和《中国通史》
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
通史撰述之志与封建社会史论--读《白寿彝文集》第一卷
历史进程与通史编纂
卓尔不群的巨著--谈《中国通史》的特点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简介
通俗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民族史思想
略论白寿彝的民族史思想
论史学遗产
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
怎样对待史学遗产
《史学遗产六讲》前言
史学家的自觉精神--读白寿彝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
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
白寿彝先生和《史学概论》
白寿彝先生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
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从梁启超到白寿彝--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史学史情结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重版后记
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再版后记
读书·学风·文风
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读书，一个历史学家的真诚嘱咐--再谈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白寿彝先生的学风和文风
白寿彝先生的文章之道
附录
《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前言
《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前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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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
很早就想到要写一点纪念文字，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缅怀之情。
可是提起笔来，总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真不知从何处着笔。
想了很久，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来概括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宗旨，或许更能反映我对自己老师为学
风格的理解。
这就是：“通识”和“器局”。
 从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到郑樵倡导“会通之义”，再到章学诚总结出来的“通史家风”，以
及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都包含了知识的渊博、器量的宏大和见识的深刻，可以看
做是历史上的史学家的“通识”和“器局”。
 白先生学术的特点，正是继承、发展了史学上的通识和器局。
对此，我以前有一点朦胧的认识，而现在比以前又多了一些理解和认识。
1981年，白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
我在阅读、学习中的那种激动和沉思交织在一起的心境，至今难忘。
1981年年底，我写了一篇读后的认识《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发
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上面。
其中，第三部分讲的就是“专长之才和通识之才”的问题。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问》，以论说理论问题开篇，引用和评
论了一百八十种左右书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而又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
努力在用德、学、识、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这也可以看做是作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身教’吧。
” 20多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逝去，我对白先生著作的精髓也多懂得了一点。
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在他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一、理论与通史 白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
工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从未中断这种努力，也从未改变这一方向。
他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并
把它同自己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
白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目次中，有这样几个标题：“历史理论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历史理论二：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历史理论三：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
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丰富的内容，白先生所强调的这几个基本原理，无疑是很重要的。
诚如他所理解的那样：“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问题，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进程有无规律可循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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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是对20世纪白寿彝史学成就的分析，可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中国史
学史研究者以及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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