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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中国学者关于中外史学史研究的
回顾以及这门学科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展望。
二，关于中外史学比较方面的论文。
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是中国史学加强同外国同行对话的要求和
中国史学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的表现。
三，关于中国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研究论文，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见解，都有启发人们思考的地
方。
此外，本卷还评论和介绍了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领域的几部新书。
本书内容丰富，及时反映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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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林东，1937年生，安徽肥东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
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等；发表相关论文、评论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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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关于开拓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西方史学史为中心强化历史学的渗透意
识——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学科定位的思考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历史的走向全球化中西史学
比较研究的开展与深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沃勒斯坦与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
之比较孔子的史学批评“天人之际”的新境界——论宋代“天理”历史观如何解答“天”与“人”的
关系宋代佛教史学兴盛缘由考从“主于道”到“主于事”——晚明经世史学的实学取向“实事求是”
：乾嘉史家的理论与方法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六经皆史”考论略论顺治朝的官方史学夏曾佑传略唯
物史观的传入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李大钊《史学要论》与内田银藏《历史理论》的比较——澄
清一桩史学公案胡适史学思想的再认识怀念郭圣铭先生大视野中的近代文化史研究——读龚书铎先生
著《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从治史经验到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试评宁
可先生著《史学理论研讨讲义》伍安祖、王晴佳著《世鉴：中国传统史学》（英文版）出版瞿林东著
《中国史学通论》出版周文玖著《史学史导论》出版张越编《史学史读本》简介瞿林东编《中国史学
史研究》简介附录一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2004年7月～2006年5月）附录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2005年8月～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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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可以从学术著作的整体面貌和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两个方面
加以说明。
　　首先来看学术论著的整体面貌。
　　第一，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方面，刘节所著《中国史学史稿》、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
史》、白寿彝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瞿林东所著《中国史学史纲》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著撰于20世纪50年代，“文革”前有所修改，后经曾庆鉴等整理于80年代初出版。
此书的特点在于：注意到对每一时期的史学面貌作出概括，同时比较重视对一定时期之历史哲学的揭
示，如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史学家的哲学思想”，“唐代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哲学”，“南
宋时代的历史哲学”等，是以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所不曾论列的。
但其整体框架仍未脱离史官、史家、史书（官修、私修）的模式，于史学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系、史
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关系，均少涉及。
它反映了作者以历史编纂学史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的撰述旨趣。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史上，这是一部处在转变中的著作。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另一种面貌。
以社会性质分期考察史学发展进程，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
本书上起奴隶社会的史学，下迄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
力求完整、贯通，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
它的第三个特点是批判、总结史学遗产，而试图着重于对不同时代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探讨，这
不仅反映在它的标目上，也反映在它的断限和分期上。
此外，它还注意到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史学的开掘和评论，注意到中国史学家对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
从而展示了比较开阔的格局。
作者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成长和发展写入中国史学史著作，反映了80年代初史学界在这方
面研究的新成果。
由于此书是以社会性质划分史学史分期，有的部分时间跨度大，在以类相从、综合论述上，不易阐明
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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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中国学者关于中外史学史研究的回顾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展望；
二，关于中外史学比较方面的论文；三，关于中国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研究论文。
所收论文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上，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见解，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当今中国史学快速走向世界的大趋势下，本书各篇文章所阐述的观点及提出的问题，对我国史学如
何保持自身特点与风格，在准确观察和分析世界史学发展潮流的同时，融入这个趋势中去，是十分有
益的。
本书内容丰富，是一本史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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