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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树楠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史家，史学成果较多。
《王树楠史学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清理了王树楠史学著述的诸方面，评述王树楠以一个体制内官
员身份撰写欧洲史著的背景及特点，首次发现并评价王树楠撰写的《清史稿》序言文稿，从士人视角
首次探讨了王树楠与康有为之关系，评析王树楠在民国时期的遗民史学著述，首开从清遗民史家视角
研究其史学著述的先例。
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既可以对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有准确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化
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
本书力求构建一个由天下、国家、地方到个人的王树楠史学撰述体系，填补了长期以来对王树楠史学
研究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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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芹，女，1968年生，山东潍坊临朐人，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2007年6月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学位，主要从事史学史研究、社会思潮及区域文化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自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等称号，先后主持完成山
东省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参与国家、教育部项目3项，主持完成校级项目5项，获
得科研教学奖励6次，先后在《史学史研究》、《齐鲁学刊》、《史学月刊》、《管子学刊》等核心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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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本和关内本    二、王树楠史稿撰修    三、王树楠史稿评价  第二节  《武汉战纪》    一、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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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稿内容分析    三、志稿编纂思想及特点  第二节  王树楠与河北地方志    一、《畿辅通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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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东三省盐法新志》  第四节  王树楠的其他方志    一、《法源寺志稿》    二、《民国续修临邑县
志》第五章  人物传记编纂  第一节  人物传记撰写    一、传主身份考察    二、人物传记的时代性    三、
王树楠与传主关系考察    四、人物传记风格  第二节  整理编纂乡邦先贤文献资料    一、编纂《畿辅丛
书》    二、编纂《张文襄公全集》    三、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  第三节  《陶庐老人随年录》第六
章  王树楠史学编纂思想观念  第一节  史学编纂认识    一、撰史目的    二、史学认识    三、世界意识  第
二节  史学编纂特点    一、从史志撰修看史学撰述的创新    二、辨镜源流，去伪存真，重视考证第七章 
王树楠史学观念认识  第一节  忧患思变易    一、忧患意识    二、变易观  第二节  尊君与尊中华    一、尊
君观念    二、尊中华观念  第三节  遗民情结    一、遗民与遗老    二、王树楠的遗民心态    三、王树楠带
有遗民情结的史学著述  第四节  富国与攘夷    一、富国    二、攘夷  结语参考文献    一、古籍刊印著作   
二、现代出版著作    三、港台及外国人著述    四、论文附录    附录一  王树楠学术年谱概略    附录二  王
树楠笔下的爱国人物    附录三  与王树楠交游的遗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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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树楠与桐城派师友一生保持着友谊，王树楠文采飞扬，激情饱满的文章也得益于与桐城派文人
的交往。
　　四、同年科举　　辛亥革命后，王树楠与宋伯鲁在北京相聚，两人曾对光绪十二年（1866）丙戌
中举者进行过统计，这批举人中有徐世昌、王树楠、宋伯鲁、柯劭忞、裴伯谦、贺涛、宋育仁、冯梦
华、陈三立、缪祐孙、秦树声、刘仲孚，沈曾桐、林嗥农等人，“论者谓人才之盛，.于斯为最”。
他们在当时中国政坛、文坛上都作出过贡献。
王树楠与这些同年们交往密切，在一生中不同的时期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涛斋，直隶天津人。
清末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总统。
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著书立言、研习书法、工山水松竹，晚年自号“退耕老人”、“水竹村人”，
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20余种，被誉为“文治总统”。
　　王树楠与徐世昌为同年举人，即光绪十二年（1866）举人，交往亦较为密切。
特别是在清朝结束后，王树楠与徐的交往更多。
1914年，徐世昌曾经聘请王树楠参与撰修《大清畿辅先哲传》，设局于畿辅先哲祠，以备撰修清史取
裁。
1917年，徐世昌聘请王树楠为当时的国务顾问。
1919年，王树楠钩稽史料，代徐世昌撰写《将吏法言》8卷，署名为徐世昌。
1920年，徐世昌在东海开晚晴移诗社，聘请王树楠参与编纂诗汇，成《晚晴簃诗汇》200卷，近300万
字。
他们相互之间的诗作唱和特别多，尤其是在《陶庐诗续集》卷11之后大约有近十首诗作，徐世昌是王
树楠与友人相互往来诗作数量最多的朋友。
　　柯劭忞（1850-1933），字凤荪、凤笙，号蓼园，山东胶州人，近代文学家、历史学家。
同治九年（1870）中乡试举人。
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
曾任湖南学政、国子监司业、贵州学堂总教司和翰林院等职。
柯劭忞一生治学严谨，1914-1927年在清史馆任总纂及代馆长，并撰写了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和部分
传稿、总纂纪稿。
1922年完成了《新元史》的编纂工作，《新元史》被当时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定为正史中的“二十五史
”。
此外，还出版有《新元史考证》、《译史补》等，未刊印文稿有《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
文选补著》、《说经札记》、《蓼园文集》、《春秋谷梁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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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芹编著的《王树楠史学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清理了王树楠史学著述的诸方面，全书共七章节，
内容包括王树楠生平及师友、欧洲史著编纂、当代史编纂、地方史志编纂、人物传记编纂、王树楠史
学编纂思想观念等。
本书给供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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