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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森（1869一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
早年留学日本，就读於东京法政大学。
归国後，於1913年当选为民国临时政府来议院议员，为配合议会活动，曾撰写时政论文；与此同时，
相继发表有关清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1929年，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
1931年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讲授满洲开国史，至七七事变止。
　　孟森先生的清史研究成果，主要在於对清先世源流考定、满洲名称考辨、八旗制度考实、雍正继
统考证、清初史事人物考辨等，对明清史的研究有着较深远的影响，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
的开山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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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後，於1913年当选为民国临时政府来议院议员，为配合议会活动，曾撰写时政论文；与此同时，
相继发表有关清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1929年，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
1931年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讲授满洲开国史，至七七事变止。
孟森先生的清史研究成果，主要在於对清先世源流考定、满洲名称考辨、八旗制度考实、雍正继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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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
《史稿》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所修。
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
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
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未可知。
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
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
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
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
意义全矣。
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
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
《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
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谩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
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人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
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
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
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
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
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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