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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师高阳李玄伯先生（讳宗侗），是我国第一位兼跨古代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学者。
他十八岁负笈法国，人里昂大学读书，又在巴黎大学深造。
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及中法大学，当时法国的古史专家古朗士，将民俗学知识引用于希腊古代
史，获得丰硕成果。
玄伯师借用这一种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现象，为中国古史研究新辟了蹊径，例如他从
寒食易火的风俗，与古人崇拜“火”的观念中，取得民俗信仰的新解。
玄伯师的另一贡献，则是对于古代姓氏字源的研究。
当时的民族学，于“图腾”一词，极多解释。
玄伯师虽然也用图腾观念，考察“姓”的本质，他实际着力之处，则是古文字学、语音学与古代地理
各方面的综合整理。
根据古代族姓分合，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这一工作的另一层面，则是“姓”与“氏”的结构与相应的功能，玄伯师在这一重要课题，厘清了
不少自古相传的误解，同时，他对性、姓、命、祖、祖之所自出⋯⋯等名词的阐释，都有精辟的见解
，为这些抽象的名词找到了古代的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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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宗侗先生出身于晚清世家大族，为名臣李鸿藻之孙，南皮张之万曾外孙。
早年随叔父李石曾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
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
1926～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参与故宫文物清理和接收。
抗日战争期间，护送故宫文物南迁宁沪和重庆。
1948年故宫文物迁台，参与清点整理，设立“故宫博物院”，安顿国宝。
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著有《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国史学史》、《历史的剖面》等。
     本书为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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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
出身于晚清世家大族，为名臣李鸿藻之孙，南皮张之万外孙。
早年随叔父李石曾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
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
1926～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参与故宫文物清理和接收。
抗日战争期间，护送故宫文物南迁宁沪和重庆。
1948年故宫文物迁台，参与清点整理，设立故宫博物院，安顿国宝。
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著有《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国史学史》、《历史的剖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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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新的士阶级兴起，而孔门有弟子籍，虽有若干人的姓名，然极简单。
其名不日传，亦非为史作也。
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列传》，自谓根据弟子籍。
列传中有事迹者二十九人，有年岁者三十五人，余只有姓名。
盖弟子籍中只有姓名，其事迹乃集《论语》诸书而成之，故列传末，太史公日：“弟子籍出孔氏古文
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可见弟子籍与传原不相同。
况古之所谓传为解经之书，而非记一人之行为，如《春秋》各传是也。
则以上所谓列传之名称始自太史公，已无疑矣。
以《史记》价值而论，在其以前，古史大都以编年为主，如第二章所举，鲁史之《春秋》，及列国之
史，皆用编年体是也。
另外有稍具雏型之记事记言体，如《尚书》等；记谱系之谍，如《世本》等。
记人之专传尚未出现，更无合以上诸体而贯通之者。
有之，自太史公始，遂开历代正史之宗，历二千年而不绝，此其对史学最大价值也。
但司马迁之本意，原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且太史令职务又沿系自古代之史官，深明天文星历
。
为通古今之变，故上起轩辕，下至太初，作成贯通的通史；为究天人之际，又由于其职务，在卜祝之
间，故八书之中，与天人相关者有六，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
，而列传中之《日者》《龟策》皆与卜祝有关者。
时代更易，史官职务亦有演变，但《史记》此种特点，仍影响及后世撰史者，故后世各史，多含有《
天文志》《礼乐志》《五行志》等。
另一种价值，是《史记》保存下若干现已不存在之古代史料。
比如夏殷世系，若无《史记》，吾人将无从明了。
此又太史公在无意中而对中国史学建立之大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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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先师一生治学，上探古史，下及近代，于中国古代社会、晚清历史、中国史学史，以致说部，均有专
门之研究。
于中国史学史，晚年钻研尤多，成一家之言。
于中国古代文化及社会发展，先师实为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之肇始者，是以在古史隐微处，能多所发
明。
于清代史实，先师以世家子弟，多闻博识，能道人所未能道，对清代文献之熟谙及运用，恒有独到之
处。
先师早年担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1948年故宫文物迁运台湾，又协助清点整理，设立“故宫博物院”
，安顿国宝。
其间玄伯师、李济之师二人均出力不少。
我忝列先师门下，受恩最深最久，特借此机缘，介绍先师的贡献，愿国内学术界，有人从先师遗作中
，也有如我一样的机会。
　　——门下受业许倬云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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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史》：李宗侗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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