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与古史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与古史辨>>

13位ISBN编号：9787532120369

10位ISBN编号：7532120368

出版时间：2001-01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顾颉刚

页数：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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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古史辨>>

内容概要

　　《我与古史辨》是《古史辨》的自序合集，顾颉刚想通过学术活动来纠正对中国过去的看法，整
理那些被他认为有害于现代中国之成长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东西。
《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凝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探究神话传说面目的论
文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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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
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ldquo;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
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rdquo;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本科毕业。
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
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
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
《文史杂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
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ldquo;整理国故&rdquo;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
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
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
史和典籍。
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
了&ldquo;古史辨&rdquo;派。
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ldquo;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rdquo;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
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
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
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ldquo;正乐&rdquo;与社会上没有关系，
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ldquo;托古&rdquo;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
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
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
观念。
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
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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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探来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二册自序古史辨第三册自序古史辨第四册自序古
史辨第五册自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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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表明他在论说古史之前，已作了一番选择的工作。
他在讲那些不属于&ldquo;怪、力、乱、神&rdquo;的传说时，也抱着不轻信的态度，说：&ldquo;夏礼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rdquo;（《论语&middot;八佾》）。
可见他对传说的夏礼和殷礼，采取了审慎的存疑态度，认为只有在他们的后裔杞、宋二国那里，得到
的文献才是可信的。
因此，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创了对古代传说考而后信的平实作风。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ldquo;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rdquo;（《论语&middot;子张》）即是说商纣王干的坏事不像传说的那么厉害，只因他处于亡国之君
的地位，人们便把天下的坏事都归到他身上。
这可视为辨伪史上的第一句话。
口中常提&ldquo;《诗》云&rdquo;、&ldquo;《书》日&rdquo;的孟子，也说：&ldquo;尽信书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rdquo;（《孟子&middot;尽心》）。
凡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对事物做无条件的信仰。
司马迁生于战国百家寓言之后，&ldquo;网罗天下放失旧闻&rdquo;，写成中国第一部&ldquo;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rdquo;的伟大著作《史记》，然而于帝王舍去伏羲、神农、燧人、有巢，于名人舍去
许由、务光、列御寇，现在看似简单，在当时确实需要眼光和胆量。
《泰誓》是汉武帝时新发现的一篇周初的书，并立于学官，东汉马融竟从古书中找出引用《泰誓》的
话，都不见于这篇《泰誓》中，因而断定其为西汉时伪造，他的工作成为考据性辨伪的开端。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于史学界权威作了不容情的批判，他不信古代记载完全真实。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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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与古史辨》是20世纪学术大师的典范之作，精彩的导读，凝聚了当代学人的才胆学识6读他们
的书，就像你和诸多高尚的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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