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1年卷（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1年卷（总第9卷）>>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0539

10位ISBN编号：7509730538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瞿林东

页数：3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1年卷（总>>

内容概要

　　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它的发展的历史及其代表性成果，从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取得新的成
就。

　　老一辈史学家齐世荣先生近来发表的关于小说、日记的史料价值的论述，掷地有声，引起史学界
以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总第9卷)》由瞿林东主编，本卷发表他的另一篇新作《谈回忆录类
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不论是类例还是鉴识，以及征引之繁富，分析之细致，都把关于回忆录的研
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文章最后写道：“总之，我们应当使用官私多种类型的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
以接近历史的真相。
”这几句话，道出了本文的主旨，也反映出了本文厚重的学术分量。

　　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的研究和著述，非常活跃。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总第9卷)》所发表的十几篇书评、书讯，从内容上看，宏观考察方
面大至纵论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比较，个案研究细致到作者与一位位史学家的对话；从形式上看，
有教材撰述，有文献整理，有多卷本巨制，有选题独到的专题论著，从内容到形式，呈现出勃勃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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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
通俗史学论
陈垣史学风格
陈垣《日知录校注》的特色
陈垣与《廿二史札记》研究
礼书礼学三论
历史的道德？
抑道德的历史？
——公元4～16世纪(魏晋至明代中期)的一个历史认识的理论争论
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
卫聚贤与“新史学”
北京高师史地学会述论
论新中国史家成长的社会条件——对话当代历史学家的体会
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辛亥革命史撰述上的风格
辛亥革命研究书录
史学遗产的现实价值——论《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理论特色和学术意义
重建中国远古史的创举——读《中国远古时代》
简评李红岩著《史学史话》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
走进历史学家群体 探索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读邹兆辰著《对话当代历史学家》
探索中西史学的互补之路——读杜维运著《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编纂之先河——张广智主编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简介
再现“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学者”的风采——序《王献唐研究》
书讯
瞿林东著《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出版
陈其泰著《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出版
杨共乐著《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出版
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出版
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散论》出版
陈峰著《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出版
陈新著《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出版
《全球史评论》简介
缅怀爱国书生传承何门学术
——记何兹全先生追思会
附录一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
附录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2010年9月至2011年10月)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稿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匿名审稿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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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
之同志。
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
限。
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课者。
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
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①“上章阉戊”为干支纪年庚戌的别称，庚戌即康熙九年。
但顾炎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还有辛亥年刊刻的说法：“《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刻。
彼时读书未多，见道未广，其所刻者，较之于今，不过十分之二。
非敢沽名街世，聊以塞同人之请，代抄录之烦而已。
”②辛亥年即康熙十年。
对于这两种说法，陈祖武先生认为，“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八卷本《日知录》系康熙九年始刻
，而至康熙十年完成”。
③这个推测，比较合乎情理。
八卷本出版后，顾炎武一直在继续写作、增改、完善，但直至去世，也没有再刊刻。
“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着恒自改窜，未刻。
”④他曾经告诉他的弟子潘耒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
”⑤　　顾氏逝世后，潘耒从他家中取得《日知录》手稿，经过删削整理，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
阳刊刻，是为遂初堂刻本。
此时距顾炎武去世已有13年了。
乾隆年间，有据遂初堂本翻刻的重刊本多种，如巾箱本、皇清经解本等，这些都属于遂初堂本系统。
　　道光年间，青年学者黄汝成，以遂初堂本《日知录》为底本，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
家校本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其他90余家校释《日知录》的成果，成《日知录集释》，于道光十四年
（1834年）出版，被称作嘉定黄氏西溪草庐本。
该本出版后，黄汝成又详加审校，撰写了《日知录勘误》二卷，《续勘误》二卷，同时对《集释》原
版进行剜改，再次印刷。
剜改后再次印刷的《日知录集释》可谓是集释本系统中的定本，最为“精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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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的研究和著述，非常丰富。
这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总第9卷)》由瞿林东主编，从本卷所发表的十几篇书评、书讯
中，读者可以高兴地看到，在这一领域，从内容上看，宏观考察方面大至纵论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
比较进而论其如何互补，个案研究细致到作者与一位位史学家的对话；从形式上看，有教材撰述，有
文献整理，有多卷本巨制，有选题独到的专题论著，从内容到形式，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史学家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师友、同仁们，在这一领域研究
的传承创新方面，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丰硕的成果，为当今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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