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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中心和吉林省社科院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著的《清史纂修研究与评论》计有
各类文稿四十余篇、近五十万言，可谓是一本内容厚重、很有分量的论集。

收入该书的多篇文稿，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清史编纂主体工程各个部分的纂修内容与编纂方
法的研究与探索；其二是对清史编纂基础工程已出版各类图书的学术评介，包括“文献”、“档案”
、“图录”、“研究”和“编译”等《丛刊》出版的主要图书，大都有文章进行评论和介绍；其三，
是对清史纂修工程各个阶段工作进程开展的学术活动及编纂计划实施等的纪实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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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研究丛刊》总序
序言
    纂修纪实与方法
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
清朝的兴、盛、衰、亡
清史纂修简述
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
郭影秋与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
新修《清史》传记撰写方法研究
新修《清史》传记撰写工作纪实（2003～2008）
纂修《清史史表》的几点思考
生态环境史研究与《清史生态环境志》编纂
清史《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
档案整理利用在清史纂修中的地位和作用
抢救文化遗产，服务清史编纂与研究——国家清史工程档案立项的内容价值与特色
从《图录丛刊》论图像史学的勃兴
《图录丛刊》编纂八问答
“中华文史网”与清史纂修
清史纂修纪实（2002～2003）
清史纂修纪实（2004～2005）
    史实与文献考订
清代笔记与《清人笔记随录》
全祖望《小生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
钱实甫《大学士年表》补正
《清代职官年表》之“福建陆路提督表”校勘及补遗
新修《清史》人物传记太祖朝实录史料研究
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探析
《李鸿章全集》的史料价值
再论《恽毓鼎澄斋日记》的史料价值——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
论《清史稿太宗本纪》编纂中对皇太极形象的刻画
嘉庆朝通仓舞弊案中漕政的腐败及其特征——新修《清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晚清海权观的萌发与滞后
    学术书评
为什么不能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看作“邪教”——夏春涛《天国的陨落》评介
研究清代新疆经济史的一部新著——评《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
评新编《黄遵宪全集》
新编《李鸿章全集》评介
汉版《张之洞全集》读后
李慈铭读正史——《越缦堂日记》读后
一部晚清信史——读《恽毓鼎澄斋日记》有感
政治文人的鲜明写照——读徐世昌《韬养斋日记》
从“冲击一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的历史转变——《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述评
双重困境中的李提摩太——兼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从边缘人到成功者——评杜格尔德的《奉天三十年（1883～1913）》
藉医布道：走在医疗与传教之间——从《奉天三十年》一书看晚清东北地区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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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晚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
一本值得关注的日中关系史著作——《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读后
一个美国人清末的“西行漫记”——评WE盖洛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
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清史《编译丛刊》出版成果评介
一套浓缩海外清史研究的工具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论著目录系列”述评
附录
清史纂修论文索引（2001～2010）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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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需要学识和功力的工作。
　　其三，保存原貌，注明出处。
　　黄遵宪的各种作品，不仅极为分散，而且存世情况也十分复杂。
已经刊布于世者，各书的不同版本之间多有文字歧异和内容详略之处；散见各处者，有的原刊篇目文
字与后世流传者互有异同出入，还有的存世手稿与当年公布者亦有详略之别。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对此，编者遵循古籍整理贵在存真的基本原则，凡有手稿存世者，尽可能追寻原件，采用手稿作底本
，以避免第二手资料的失误。
如黄遵宪《致王韬函》，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曾于上世纪80年代据该馆所藏“已装裱成册的黄遵宪致
王韬（字紫铨、子诠）亲笔信九通”，首次予以点校整理发表。
其后，郑海麟、张伟雄据此收入《黄遵宪文集》。
吴振清等则在此基础上再加搜集，增益8封，共计17封，收入其编校整理的《黄遵宪集》。
《全集》编者则直接依据浙江省图书馆所藏黄遵宪书信原稿，并进一步搜集到天津南开大学所藏黄遵
宪手稿，重新加以整理编排，或分或合，厘为16封，再加上从上海图书馆新发现的一封手稿，合计17
封，均按时间先后顺序，收入《函电》一编中。
至于一些无手稿可寻的作品，编者也尽量查找最先刊载的原文，以避免后世转载过程中发生的脱误。
　　针对黄遵宪作品散见各处、存世状况复杂的情形，《全集》编者在尽最大努力保存和反映作品原
貌的同时，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惮繁难，不辞辛苦，于所收录的每部甚至每篇作品之后，都逐
一注明来源或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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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史纂修研究与评论》计有各类文稿四十余篇、近五十万言，可谓是一本内容厚重、很有分量
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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