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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处理“历史是什么”的主题，以及基于这个主题扩展出来的研究历史应遵守什么原则。
全书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流畅，自出版以来广受学者和学生的好评，多年来不断再版。

　　作者在书中将历史区分为“作为事件的历史”和“作为记述的历史”，分别标记为历史（甲）和
历史（乙），以此为横轴，以作为统一体、行动、观念、论述、知识、遗迹、事件、顺序、理论、形
而上学的历史这十个透视角度为纵轴，内容涵盖了从古至今历史研究中所有可能面对的概念和问题。
全书不仅澄清了历史的本质、作为记述的历史、作为事件的历史、历史理论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等等
学理上的问题，也注重如何使用证据这种方法论层面的传授。
另外，书中虽然涉及大量不同历史学派的历史观点，但是作者力图避免学术术语的使用，尽量以富含
常识的日常语言论述，直触和直面问题的核心关键。

　　因此，本书虽然名为导论，所述却务求广博，行文晓白通畅，足以作为从事历史研究人员的首选
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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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迈克尔·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英国历史学家，曾获历史与哲学双学位，长期执教于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担任该校资深历史讲师多年，直至1983年退休。
退休之后致力于撰述史学著作，先后出版了三本书：《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1986,Blackwell)、《历史研究导论》（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1994,Blackwell）、《历史哲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999,Blackwell）。

　　刘世安,淡江大学历史系及欧洲研究所毕业。
主修西洋上古史及西洋近现代史，现任淡江大学和佛光大学历史学系兼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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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研究导论》编辑推荐：广受好评：《历史研究导论》自出版后，数年内不断重印，受到专业历
史学家和历史专业学生的一致好评。
常识视角：《历史研究导论》虽然处理的是历史的核心观念和历史理论，但是行文上尽量避免专业术
语，以富有常识感的清晰写作风格进行论述。
结构严谨：《历史研究导论》共分十章，每一章都是从一个视角对历史进行透视，可以单独成篇，而
连缀在一起之后，又是一个逻辑自洽的整体。
材料丰富：《历史研究导论》处理的主题属于历史哲学范畴，但是书中充满了丰富的包括文献、史实
和生活实例的分析材料,有些材料贯穿全书始终，在不同的章节以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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