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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白寿彝先生生前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的第三卷，其内容是论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
的总相及主要成就。
　　本卷在基本结构和发展脉络的表述方面，大致遵循白寿彝先生在第一卷的导论中所提出的关于中
国史学史撰写的总的思路，而在具体的论述和有关的评论方面，则较多地反映了本卷作者自己的学术
积累和研究心得。
　　本卷第一章，是全书的总纲，所论历史特点，是综括史学发展的历史条件；所论史学发展趋势，
是概括这个时期史学之总的面貌，其中提出的三个阶段、六个转折、三个创新，是对这个总的面貌所
作的粗线条式的勾勒。
　　第二、三，是介绍和评论这个时期产生的十三部“正史”，由于它们占据了现存“二十四史”的
半数以上，对于记述中华文明之历史进程具有重大作用、重大意义，故用较多的篇幅予以介绍和评论
。
　　第四、五、六、九章，或论这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某一重大转折，或论某一显著创新，或论某一时
代特点，都是对第一章总纲部分的展开和深入，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发展的生动、活泼的
面貌。
　　第七、八两章，论述刘知幾的《史通》和杜佐的《通典》，前者是史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后者是
典制体史书的典范之作，前者在史学理论方面多有创见，后者在历史理论方面之乏新的突破，在中国
史学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十、十一章，即最后两章，是试图综述这个时期的史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前者是关于史学理论
方面的成就，后者是关于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
它们更多地反映了本卷在内容上和撰述上的特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史学史（第三卷）>>

作者简介

白寿彝(1909～2000)，河南省开封市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1925年至1927年，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和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读研究生，学习中国哲学史；1932年毕业后，陆续创办和主持了《晨星》、《伊斯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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