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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六部分，内容包括：史学探索、序言与跋语、师友纪念与回忆、书评、杂文、同行学者关于
本人著作的一些评论及其他，以及自编学谱等。
旨在薪火相传，世代相继，帮助读者继承我们先辈的优良学术传统方面能起一点薪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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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粗浅想法清朝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终结，又开启了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近代史，成为中国社会转
型的一个关键时期。
编纂清史，应该紧紧把握这个转折特点，既要重视历史的继承性，也应考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种种需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继承，不只是体裁体例方面的继承，还包括内容方面的历史传承。
在内容上，不能不写帝王将相，却也不能专写帝王将相。
应该把编  写内容扩大到社会各个阶级、各个层面，并且勾画出其发展演变过程，展示历史发展大势
，适当给予评论。
特别是那些有益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容，以及足为振兴中华、为富强国家、为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的内容，应该努力收纳进去，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参考。
古往今来，历史和现实总是有一定继承性的。
孔子作《春  秋》，司马迁著《史记》，后一朝代为前朝修史，都不是为修历史而修历史，而是要从
前代历史中吸取教训，为当时的现实需要和巩固统治服务。
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取什么，舍什么，详什么，略什么，常常都是着  眼于现实和未来。
“鉴古以知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无非是从历史中寻找对现实某方面的启示，借以指导
当时的实践，使其作为更富成效，避免走弯路。
历来最有价值和最有生命力的著作，多半是和现实有密切联系、能够满足现实某种需要的著作。
当然，这种联系是有机的、自然的，不是外加的、生硬的。
外加生硬的东西，同样不会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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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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