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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于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进的
因素”，同时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来也读了些西方学者史学方法论之类的编译本
，所以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
不过当我在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
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
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
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
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
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
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入只能取其大
意，不能太过拘守。
太过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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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谈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恳切之作。
　　作者严耕望系钱穆弟子，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不骛声华，埋头治学，功夫扎实，成就卓著，乃真学者；　　质朴真切，细致周到，阅历深厚，
识见通达，为非常作。
　　不装腔作势，不故弄玄虚实，为和者四十年来潜心治学经验之现身说法，所谈的在在都是切身的
甘苦，实在而具体，诚所谓金针度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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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
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
曾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新
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197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秦汉—唐）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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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
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
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
一个时代更为重要。
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
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
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
有一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
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
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
记得前年台湾有些史学家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开过一次联席会议，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学者，统
计学者，心理学者等等，就各人强调自己的方法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法宝。
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这样讲来，我们历史学者就无用武之余地了！
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
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
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
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社会科学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
分的论史工作，考史撰史还是非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
至于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用得上。
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
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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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
史经验谈》。
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我对自己的学生就首先推荐此书。
且此书篇幅不甚大，尤宜备于手边，不时温习揣摩。
不仅初学者，以我个人的经验，已任教授者也不妨多看看，必有所获。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
书。
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这是因为；第一，作者是一位不骛声华、埋头治学、功夫扎实，成就卓著的真学者，所谈的在在都是
切身的甘苦，没有装腔作势故作大言的矫情；第二，作者既在史识上深受钱穆的点拨，又在傅斯年领
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所谓史料学派的大本营就职多年，所以对通识与考据的关系有比
较通达的认识，没有自骄其所能而轻议其所不能的轻薄；第三，前两书谈问题，后一书谈经历，有横
有纵，既使我们亲切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经验，也披露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些重要的史
料。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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