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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市场经济的巨大浪潮冲击下，传统史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冷落，问津者日益减少。
原因非常简单，从事这一内容的研究，是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当今社会事事处处都得讲究经济效益，整个社会真有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讲“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既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遭受冷落也就是情理之中。
经济对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衣食住行。
在如此潮流之下，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与那些经济效益不好的单位一样，纷纷产生了下海、跳槽的现
象。
按照司马迁的观点来看，人们为了自己生活得好一些而不停地来来往往，乃是合理的正常现象，但人
才的流失总归还是很可惜的。
这就值得有关方面的领导，特别是有些大专院校的领导很好地反思，他们重理轻文的做法，更促使了
这种人才的大量流失。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大部分从事传统史学研究的同仁们，由于热爱自己的研究事业，甘于寂寞，不怕
清苦，长年累月地还是坚持坐着冷板凳，不为社会风气所囿。
钱茂伟、王东两位青年史学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近二十年来，一直耕耘在传统史学这块
园地里，并且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论著甚丰，在海内外史学界也已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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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是一部通过传统史学的论述来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形
成的民族精神的论著、作者颇具创新意识，采用了专题形式加以撰写，将国史、谱牒、方志熔于一炉
，把官修史书、私人野史、民间传播的通俗历史统统写入一书：源流清晰，内容丰富，融会贯通，深
入浅出，表达生动，雅俗共赏，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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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在修撰《春秋》时，曾为自己立下了一条重要的原则：“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
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①。
这里，“空言”与“行事”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
所谓“空言”，就是指抽象的理论说教、政治理想、微言大义；而“行事”则是指具体的历史事实。
这就是说，《春秋》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而不是空言高论。
这样，孔子不仅空前地高扬了中华民族原有的历史意识和尚史传统，而且还首次超越了此前“史，记
事者也”的史学态度，在原有记事的基础上，又赋予史学以劝善惩恶的道德目的以及“存亡国，继绝
世，补弊起废，待后有王者举而开之”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匡世救时理想。
宋元之交的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世之论者率日‘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
同日而语也’。
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
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
”载“道”之经和记事之史，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空言”与“行事”，因为“道”与“事为”的密切
关系而难分难舍。
这正是后世“经史不分”或“六经皆史”的重要原因。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明王道”、“定是非”、“正人伦”，后世称之为“春秋精神”。
这一精神不仅渗透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经世理念，而且也涵盖了整个民族对过往历
史的高度自觉和普遍的尊史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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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物以稀为贵。
在世界信息联系越来越方便、文化越来越大同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保持、发扬民族文化是如此之重
要。
外国文化参照系的出现，使中国人得以重新确认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所在。
于是，有了近年打捞中国传统民族文化遗存的活动。
《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原是前几年某丛书主编给出的题目。
这个题目正合我们的专业特长，也确实值得做一做，于是，我们接受了。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近年有几位教师的研究方向自然集中到了史学史方面，故而成立了宁波大学史
学史研究所。
将加大横向联系力度，进一步扩大在学术界的影响，目标是将之建设成为国内主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研究中心之一。
浙江大学的仓修良先生精通传统史学，是中国史学史领域目前资格最老的学者。
学者就是学者，退而不休，他仍在为史学史学科建设作贡献。
由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来写序，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
最后该应说明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引用了前贤时哲的大量研究成果。
除了在文中一一注明外，也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精神的华章>>

编辑推荐

《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是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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