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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
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
唐初史学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小序，回顾了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
东汉史官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撰述活动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
为正史。
”又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①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正史是依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裁即纪传体所撰写的皇
朝史，或称朝代史；第二，除《史记》上记轩辕、下迄汉武是一部通史外，《汉书》记西汉历史，《
东观汉记》记东汉历史，《三国志》记魏、蜀、吴三国历史，多以“世代”断限而述其史事，所谓“
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正史”的两个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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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之一的《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分册，全书收录范围，限
于1901年至2000年中国学者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研究论文，以及有关的文章、讲话等，未曾在报刊上
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及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一般不在收录范围之内。
书中包含总序、前言、目录、正文、主要论著目录索引等几个部分：总序略述全书宗旨；前言概括本
卷主要内容及问题，并对重要专著和未曾发表于报刊的重要论文作适当评介；正文与主要论著目录索
引略按总论、分论分类编次，以便于阅读和检索。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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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林东，男，1937年12月4日生，汉族，安徽省肥东县人，无党派人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1959年9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五年制），1964年7月本科毕业；1967年7月以中国史学史专业
研究生毕业于该系。
1968年8月－1981年5月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执教，1981年5月至今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从事研
究与教学工作。
现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教育部普通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瞿林东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研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有所建树，所著《唐代史学论稿
》、《中国史学史纲》曾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为博士生讲授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
著研读等课程。
曾带7名硕士生、12名博士生。
重要著作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与史学评
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等。
主要论文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中国史学：20世纪的
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等，其中有十余篇被《新华文摘》转载。
1998年编写的教材《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获北京市教材二等奖。
1996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6万）；2001年承担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20万）；《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
重大攻关项目，经费50万元；《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费11万元。
1997年获曾宪梓教师奖（三等）；《中国史学史纲》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获
北京市优秀教材奖二等奖，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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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正史考略》绪言“正史”简述“正史概论”导言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序百衲本二十四史后序《百
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缘起张元济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提要
（节选）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感想和体会  归功毛主席  归功周总理  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点校本
为读者提供方便  标点比校勘更重要  校勘是做好标点的基础  既要吸取前人成果也要创新  进行科学考
证  提高校勘质量  坚决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作斗争  应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工作  要有实事求是的
态度谈谈二十四史的整理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二十四史各史体例的特点档案与二十四史《二十五史论
纲》自序徐浩《二十五史论纲》序《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二十五史补编》序《二十六史大辞典
》导论漫话正史“表”与“志”论二十四史天文历法两志的整理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正史艺文志
概述正史艺文志补注考略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开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灾记录的分析对二十
五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中科技书目的统计与分析二十六史中的青海史料介评二十四史中的南
亚史料简介二十四史中记载的非洲学习毛泽东的读史精神  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与二
十四史研讨会”纪要主要论著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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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史”简述“正史”是史籍中居首而有巩固地位的一类。
它是文史工作者的基本用书。
一 “正史”释名“正史”类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但用“正史”之名则始于梁阮孝绪的《正史
削繁》94卷（今佚，见《隋志》史部三杂史类著录）。
“正史类”始立于《隋志》史部一，著录了《史记》、《汉书》及继承史、汉体例写成的纪传体史书
。
其小序中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
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可见当时的正史尚非一代一史，基本上依体裁划分，只是一种图书分类，而不包含固定某史为正史之
意；不过，从《隋志》著录情况看，已略含正统意味，如田融所撰《赵书》十卷是纪传体，但因赵非
正统，遂不入正史而屏归霸史类。
唐初修《晋书》，由于唐太宗曾参加过《宣帝纪论》、《武帝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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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卷所选编的文章，或论述“正史”，即二十四史（包括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的全貌，或论述其中
某一部分、某一专题，都具有综合论述的特点，故名日“综论”。
其中，有的选自专书中的序文、导论或专书中的某一部分，而大多选自各种类型的专文。
专书中有研究性质的，有作为教材使用的，也有是面向公众普及性质的。
本卷选编三者兼顾而以研究性质的为主。
所选专文，同样兼顾研究性与普及性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
这一选编宗旨是为了全面反映20世纪关于二十四史综论的面貌及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
本卷在编次上的考虑是：第一，以论述通常所说的“正史”，即二十四史者居首，以明其性质与渊源
。
第二，在20世纪的百年中，关于二十四史的整理，先有张元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后有中华书
局集众多学者之力点校“二十四史”，是为今人、后人不可不知的两件大事。
第三，二十五史的刊行，尤其是《二十五史补编》的刊行，是20世纪学人关于“正史”研究所做的又
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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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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