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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达，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色。
干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史书体裁及与之相关的史例、
史法等问题，思考史家的主体修养对史书编修的影响，正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多样性
、丰富性和思想上的深邃性。
吴怀祺编著的《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研究历代史学家在反映历史变化时，为撰写
史书，在体裁体例上的创造。
本卷注意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思考历史编纂学的变革和特征，论说每一体裁的史学观念，以及
不同历史编纂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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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史事实，完全是由历史学家来决定的，不同的历史学家必然会作出不同的区分和选择，难免
不带上主观成分。
在有的历史学家看来“有意义”的历史事实，在另外的历史学家看来可能就“不重要”，反之亦然。
历史学家似乎对历史事实掌握着“生杀大权”。
因此，不能忽视的是，历史记录和历史撰述总会不自觉地渗透着历史学家的知识、水平、思想、观念
、情感等。
“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
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
交谈”。
其三，社会评价的影响。
社会的要求是造成史学二重性的又一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原因。
由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分属于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具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并由此造成对自
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的评价标准。
历史学属于意识形态，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故社会对它的评价具有二重性，即客观性和主观性
。
也就是说，人们评定一部史学著作的高下优劣，不仅要根据其科学性如何，还要看其观点是否符合自
己的利益。
以所占科学性的多寡评定其高下良莠应属客观标准.以自身利益衡量其优劣轻重则是主观标准。
胡适曾将历史学比喻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任人摆弄的二百吊大钱，可谓将史学自
身与社会评价标准的主观性推到了极至，并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
古往今来的史学界都出现过一些怪现象，即一些没有多少科学性，甚至有害无益、害多益少的作品，
竟能得到势要人物的推崇，取得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也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的政治利益，以致根本不
去顾忌它的客观性。
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阶层，这种现象就不会消失。
因为这不仅由社会要求、史学自身的特点来决定，也由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本身的特点来决定。
因为他们也是人，人永远是社会性的，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就要适应社会，面对市场。
也就是说，史学与史学工作者的生存和发展一定会受到社会现实政治的制约，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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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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