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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命名为《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意在探讨儒家史学思想，而着重点又集中于史学思想中所蕴涵
的伦理精神。
从前，承蒙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以“经史关系的流变”立项，这本著作便是该课题的学术成
果。
它与原先计划有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把经史关系集中于伦理的层面，二是把史的叙述改成抓几个关
键点。
这样处理可以缩短篇幅，论述亦较为深入。
    本书重点探讨了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四位重量级的儒家史学大家。
司马迁的史学理论标志羊儒家历史哲学的形成，刘知几的史学是儒家史学理论的系统总结，司马光的
史学把儒家史学的政治伦理发展到极致，而章学诚的史学把儒家史学理论推到整个封建社会高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

作者简介

许凌云，1938年生，山东定陶县人。
1957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64年于该系先秦史研究生毕业。
曾执教于广西师范大学，后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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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史记》里，把秦末农民大起义
的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又将“号为霸王”的项羽编人“本纪”，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
可是历代史家，多不识太史公的苦心，他们纵然对《史记》不乏褒扬之论，但对司马迁这一有心的安
排颇多微词。
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武帝以前之事，多录《史记》原文，却把陈、项归进列传。
刘知几撰《史通》，大兴问罪之师，怪《陈涉世家》其称不当，“名实无准”(《史通·世家》)，讥
《项羽本纪》“纪名传体”(《史通·列传》)，“再三乖谬”(《史通·本纪》)。
解放以后，人们肯定了司马迁列陈涉为“世家”的进步意义，有的同志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说司马
迁“列陈涉为世家，是希望这革命传统，永远继承下去，以鼓舞被压迫的人民，敢于向封建统治者作
斗争。
”意思是说，司马迁明确地为农民领袖立传，从而为后世人民提供历史经验。
我们认为，这一贬一褒，都有违于历史实际。
司马迁写《陈涉世家》、《项羽本纪》，既非偶然疏忽而自乱体例，也不是有意为农民领袖立传。
他这样着意安排，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贴切的。
司马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不错，他是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史记》在我国古代史学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他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熔三千年政治
、经济、文化于一炉，完成这部气魄雄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成为历史
家竞相学习、仿效的楷模，“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他不愧为中国史学之父。
不错，他是卓越的文学家。
他以卓绝的艺术才华，为我国传记文学开拓了一代新风。
有人说，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
品。
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都是特别卓的艺术精华，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
表现此种精华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司马把古代散文推向鼎盛使之光照千古，仅此一点，司马迁也永不朽了。
司马迁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这思想源于历史的索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也源于现实实践的感受，有理性思索，有感情的抒发，
情理相益，活托出司马迁这位思想家真实、美好、善良的心。
一部《史记》，这精深而广博的历智慧，形象而高超的文学笔法，都是在展示司马迁那丰厚而邃的思
想见解，都是揭示史家的跳动着的心。
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绝唱、无韵《离骚》，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
    面对着司马迁和他这部《史记》，人们自然会做出种种的评价。
有人视为一座巍峨的丰碑。
司马迁以卓越的见识，独创体裁，求实的精神，强烈的爱憎，优美的文字，为中国史学和文学建造了
一座巍峨的丰碑，它矗立在世界文化之林，影响深远。
有人视为一个光辉的榜样。
司马迁以其顽强的精神、杰出的才华、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学术贡献，还是人格、风格，都为后人树
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学者奋发图强，积极进取，谱写中华文化的锦绣篇章。
有人视为一座明亮的灯塔，它的道德智慧和生命之光，照亮了历代学者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他们的
心。
    造成曲笔为史的原因很多，具体分析起来，有下述几十方面：    其一，社会的原因。
主要指统治者的权势和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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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里，少数比较开明和有远见的统治者，为长治久安计，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提倡过“直笔
”、“实录”，这样的“世事”为史家直书提供了客观条件。
但多数统治者是讳疾忌医，扬善隐恶。
或者当写到与己无关的事情允许直书，而一旦涉及自己利害时则要曲笔。
总之，对统治者来说，只能为其歌功颂德，不能端言其过。
一旦直言，或身膏斧钺，或书填坑窖，这是一般情况。
对此，知几有真情实感。
当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
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
”知几为人“介直自守”，“无所傅会，取摈当时”。
在这种情况下，直书必然遭祸，曲笔反而尊荣。
所以，“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对一般史家来说，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状
态，“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这是邪曲可以保吉，正直每易遭祸的血淋淋的社会现实给史
家提供的教训。
这种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人生态度当然不是刘知几所赞成的，但他认为“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
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直书》)我们亦不必过多指责“曲笔求全”的史家，只能批判逼迫史家曲笔的当权者和那个社会
制度。
    其二，史家主观动机所致。
曲笔之士为名利驱使，曲笔阿时，谀言媚主，或为一己之私利，报个人恩怨，爱憎由己，高下在心。
比如，《后汉书》曲诋更始，记述他“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在于“
独成光武之美”，用雪伯叔之怨，以达曲笔阿时、谀言媚主之目的。
为了对本朝当权者阿谀奉承，有的史家不惜篡改历史，对本朝虚美隐恶，对敌国肆意诋毁。
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当普遍。
比如沈约写《宋书》，为了回护本朝，多所忌讳，对晋宋革易之际，写来“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
见有逼夺之迹”。
(《廿二史札记》卷九)对宋、齐嬗变篡夺事迹，既为宋讳，又为齐讳。
如此史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便隐埋了事实真相，也混淆了是非界限。
所谓忠臣叛逆，亦一无定准，全由史臣所在王朝统治者的好恶而定。
    贞观年间所修正史，亦颇多曲笔。
知几指出：“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
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曲笔》)这是为一家一姓之私利篡改历史。
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指出过类似情况，认为“似此之类，历世有之”。
曲笔恶习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无法医治的一个顽症。
社会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为其服务的文人学者，这些文人学者又要依附在这个制度下去追逐名利，他们
相互为用，于是曲笔恶习亦绵绵不绝。
    史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中国古代是早巳形成了的传统，这就是史学经世的传统。
封建统治者重视修史，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以作为自身统治的借鉴。
司马光修《通鉴》以资政道的指导思想既明确又强烈。
首先，他特别考虑到请帝王作他的读者。
他患旧史繁多，虽然也念及“布衣之士，读之不遍”，但更关心的则是“人主”，“日有万机，何暇
周览”。
书成进上，又切切恳求宋神宗“察其忠愿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
应该指出，在封建社会里，给皇帝写教科书，以教育君主，影响君主施政立策，这个社会功用并不算
小。
其次，他修书的着眼点起初仅仅是“历代君臣事迹”，后来规模扩大，乃是“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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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意思是说，为了资政道，《通鉴》一书始终突出了政治史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政治史，
或者说，它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通史。
再次，司马光对《通鉴》所寄的厚望是，君王读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
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进资冶通鉴表》)这就落实到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个中国古代“以古为镜”、“以史为鉴
”的传统上来了。
上述几点结合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司马光编撰《通鉴》时刻想到以史为鉴的思想目标。
宋神宗在为《通鉴》作的序文中，借《诗》、《书》、《春秋》之意，为司马光的史学提出了政治上
的要求：“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明得失也好，垂鉴戒也罢，这都是前
代史学早巳叫响的口号，而“存王道”则是宋代政治对宋代史学所赋予的特殊使命。
神宗认为，司马光所著史书，“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
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
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所以赐其书名为“资治通鉴”，以表示对该书经世作用的充分肯定。
后世阐发《通鉴》经世价值的，不可胜计。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冶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
之术。
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
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这种评论，抑或太过，但《通鉴》确实能给现实政治提供历史经验。
    其五，明人伦。
    所谓“人伦”，这里指儒家的人伦道德。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史学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制约，长期以来，经学曾经是史学的指导思想
，儒家的政治伦理是史书通过历史经验反复阐明的史义。
具体到司马光撰《通鉴》来说，他想通过史书阐扬儒家伦理道德，反之，儒家伦理首先是其评论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指导。
    这实际上是一个儒学同史学的关系问题。
儒学与史学的关系，宋代以降，表现为理学与史学的关系。
末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学的思辨成果，建立了本体论与伦理学、认识论与道德修养高度一
致的理论体系。
这种道德本体论的人生哲学把人的道德修养、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的最高理想都提升到
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道德本体沦的人生哲学。
这一哲理化的儒学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成了中国文化总体结构的核心。
它逐渐向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渗透，首先渗透到史学之中。
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宋儒治史都走上了一条以总结古今帝王治乱兴衰的历史为内容的道路，
借以为统治者提供方略。
理学之贯通天地古今的宇宙观、历史观是史家观察、撰述历史的理论基础。
理学家认为天理决定历史兴衰的变化、天理就是封建纲常名分的观点，则是史家总结历史兴衰得失的
理论指导。
司马光认为维护纲常名分的等级制度，是使“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的根本办法。
史家根据所谓“天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件，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兴衰。
当然，理学的求理，不能离开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
理学家以天理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永恒，论证纲常名教道德为天理的体现，这就少不了历史的说明。
缺乏历史的验证，理学的说教就没有落脚点，也很难为封建君主所接受，理学的价值难以为封建君主
所认可。
因此，史学的理学化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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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秋风送爽，新的学年又开始了。
这本小书，就算我对新学年的贺礼吧。
三句话不离本行，作为一名教师，站讲台，爬格子，乐此不疲，于是也出过一些书，于是就有了《儒
家伦理与中国史学》。
不过，她的出版得到了多方面的关照，特别值得提到的，一是齐鲁书社领导和编辑的厚爱，二是孔子
文化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的资助。
在这里，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看书名，便知道是讲儒学与史学关系的。
说实在的，这个课题我相继撰写过三部书。
十多年前，我同自己的研究生共同撰写了《儒学与中国史学》，1992年初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因
为角度新颖，独辟蹊径，得到海内外学者的赞扬。
当时认为，将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同中国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合乎情理的思路
。
在具体运作中，坚持以历史为线索，以思想为中心，以孔子、儒学与中国史学的结合点为重点，系统
而扼要地叙述儒学与史学关系的历史过程及相互影响；并从中引出我们的结论。
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儒学与中国史学关系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
课题。
    去年，齐鲁书社由严茜子、侯仰军二同志任责编出版了拙著《经史因缘》，其内容是从我近二十年
发表的儒学研究的文章挑选出来的。
之所以用“经史因缘”名书，是指这些文字显示出儒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密切结合的特色。
我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过交代，不妨转引如下：“造成这种治学路径同我个人的治学经历和自觉追
求有关。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童书业先生学先秦思想史。
毕业后，从事过中国通史、思想史、文献学、史学评论、史学史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依然未能减少对思想史的兴趣。
况且，自1984年来到曲阜师大工作，又参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的编辑工作。
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便成为我经常接触的课题。
由于我在史学、儒学这两个领域耕耘，研究视野越来越集中在二者的结合点上。
正是基于上述个人治学的经历和执教孔孟故乡的客观条件，我在教学、科研以及指导研究生中便自然
而然地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想对经史关系进一步作史的描述和理论的论证，有朝一日，能撰成《经史
关系的流变》和《经史关系通论》。
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由于学力的限制和经费的制约，一时难以实现。
本书把经史关系集中在儒家伦理与史学的关系层面，在史的描述上则抓了几个关键点，上挂下连，也
能串成一条线来。
孔子没有设立专章，这是因为我们过去讲得很多了，而且行文中势必溯源到他。
全书集中在儒家伦理的层面，探讨儒家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讲了儒家历史哲学的形成、儒家史学理
论的系统总结、政治伦理史学的样板、把儒家史学理论推向高峰等四题五章，这样大体可以展现历史
的线索。
篇幅所限，无法求其全了。
行文中，我们避免泛泛之论，力求内容充实，论证深入，写出些自己的心得，故文字有详有略，也无
法求其平衡了。
    这三本书，似乎可以表明我们在经史关系研究上的自觉追求和初步探索，它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
我们当然会坚持下去，做出新的成果，但是更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土写出无愧于时代的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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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书社，在我的心目中充满敬意，近年又连续出版我两部书，在我的内心里又激荡着感激之情。
我自愧学识浅薄，有负厚爱，欢迎广大读者指正和批评。
真诚之心，对天可表。
                                                                  许凌云谨识                                                             2003年8月28日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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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