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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样，系梁启超先生二十多年史学研究的总结，其中所讲许多治史经
验，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
全书分总论与分论两部分。
总论包括《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长》及《五种专史概论》。
梁启超说：研究“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他还阐明了史家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
在分论中，作者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等专史的撰写方法。
　　本次出版，附录作者另外两篇讲专史的文章，即《历史统计学》、《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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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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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增益的活动政治的治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
人类活动好像一条很长的路，全部文化好像一个很高的山。
吾人要知道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责任，须得常常设法走上九百级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
因是之故，第一要知道文化遗产之多少。
若不知而创作，那是白费气力。
第二要知道添土的方法。
我是中国一分子，中国是世界一分子，旁人添一把土，我亦添一把土，全部文化自然增高了。
次述个人活动方面。
严格说起来，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
看历史要看他的影响，首当其冲者就是个活动。
亦可分为二目：（一）外的方面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本来目的就是拿给个人作模范的。
自从朱子以后，读此书的人都说他“最能益人神智”。
甚么叫益人神智？
就是告诉人对于种种事情如何应付的方法，此即历史家真实本领所在。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甚多，毕秋帆的《续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就少了。
因为毕书注重死的方面，光书注重活的方面。
光书有好几处记载史事，不看下面，想不出应付的方法，再看下面，居然应付得很好。
这种地方，益人神智不少。
（二）内的方面我们看一个伟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
对于小事末节，也当特别注意。
但不单要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如何会好，如何会坏，两面看到，择善而从。
读史，外的益处，固然很多，内的益处，亦复不少。
史家有社会个人两方俱顾虑到的，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
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犹之历史不能增长智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一样。
戊 读史的方式附带要说几句：关于读历史的方法，本来可以不在这儿讲。
不过稍为略说几旬，对于自己研究上亦有很大的益处。
如何读历史，才能变死为活，才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经验，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
剖式。
（一）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
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
摄影，都极其清楚不过。
又可以叫做飞机式的读史方法。
（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
令读者于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
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
这种方法又可以叫做显微镜的读史方法。
此回所讲，偏于专史性质，既较精细深刻，所以用的方法以解剖式为最多。
然用鸟瞰式的时候亦有。
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以仔细研究。
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
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
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
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
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参考书目，关于专门的，我想开一总单，不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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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图书馆少，恐怕分配不均。
开一总单则彼此先后借阅，不致拥挤。
下礼拜打算就开出来（名达按：先生后因身体不健，未及编此参考书目）。
关于一般的，可以先读下列各书；没读过的非读不可，读过的不妨重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在投考清华以前已经念了几遍。
回想起来，像梁先生那样渊博的人，才真正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
　　——历史学家 黎东方《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诸书，后来国内搞史学的几乎无人不读，笔者多
年前亦就其写过研究文章，可是今天重读它，却又有很多新的感想涌出来，引人再思索。
　　——知名学者 王也扬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跟大师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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