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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的趋势 

    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的趋势 

    

    （2003年10月23日,当代中国研究所） 

    瞿林东 

    引言：中国史学的特点 

    中国是史学大国，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史学大国。同世界各国比较起来，中国史学至少有四个特点： 

    一是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 

    二是传世的历史文献的丰富性； 

    三是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 

    四是重视人事的社会性。 

    一、 中国史学的遗产 

    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加以研究，是白寿彝先生开其先河的。 

    白寿彝先生在1962年写了一篇《谈史学遗产》的长文，后来收在《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在这篇文章中，他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

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的方法。同时，从七个方面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他称之为七个“花圃”，这就是：史学基本观点的遗产（历史

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的遗产，有代表性的史

学家和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的遗产。大家知道，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后，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位置，白寿

彝先生提出要总结史学遗产，并把这些遗产比喻为“花圃”，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解，还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又写出了五篇关于史学遗产的文章，其中一篇谈历史观点，一篇谈历史编纂，一篇谈历史文学，两篇谈历史文献。

这五篇文章谈了四个专题：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的艺术性）。这四个专题比原先所讲的七个“花圃”

更集中了，也更提升了一步，同时也可以相互比照着理解。 

    以上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主要见解。他的这些见解发表后，对推动史学界研究史学遗产，研究中国史学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指导

作用。最近，我已经同北京出版社商定好，把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汇集起来，收入“大家小书”第三辑，书名叫做《史学遗产六讲》，同时附

上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史记新论》。这书可望在2004年4月出版。 

    这里，我想在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见解的基础上，作一些变通，也加上我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简要地讲四个问题：丰富的撰述内容，多

样的表现形式，历史理论的积累，史学理论的成就。 

    （一） 丰富的撰述内容 

    《汉书·艺文志》还看不出史书撰述内容的丰富，可是到了唐初修成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我们看到史书已经分成13类，足见其内容的



丰富性；到了清人修《四库全书·史部》时，更是分为15类了。其中，仅“正史”而言，是综合各方面内容而成书的，其纪、表、志、传互相配

合，把重大事件、典章制度、历史人物都写到了，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都有所反映。单说“正史”中的“志”就包含有天文、地理、

食货、礼乐、职官、经籍等，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史”以外的各类史书，在撰述民族史、地方史、地理书、族谱、家传等等，可以说

是反映了多方面的历史面貌。 

    在丰富的历史内容中，我想强调的是，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是记述了汉族的历史，没有写出少数民族的历史，更没有

写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是不全符合中国史学的实际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书，就是写

的多民族的历史。司马迁《史记》更是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此后，在“正史”中写少数民族传记，成为一个传统。这是丰富历史内容的

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二） 多样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多样形式，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形成了对客观历史纵横交错、详略有致的表述形式。而每一种体裁都有不少代表性的著

作，突出地表现出此种体裁的优点和所记述历史内容的价值。举例来证，如： 

    ——编年体史书，从《春秋》、《左传》、两《汉纪》到《资治通鉴》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 

    ——纪传体史书，从《史记》、《汉书》到历代正史。 

    ——典制体史书，从《通典》、《唐会要》到《文献通考》及历朝会要。 

    ——纪事本末体史书，从《通鉴纪事本末》到历朝纪事本末。 

    ——学案体史书，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等。学案体在今天仍有突出的借鉴价值，可惜未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评论体著作，这里包含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历史评论著作如《帝王略论》、《唐鉴》、《读通鉴论》、《宋论》等。史学评论著作，如

《史通》、《非国语》、《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史学要义》、《文史通义》等。乾嘉时期的几位历史考证著名人物钱大昕所著《廿

二史考异》、王鸣盛所著《十七史商榷》、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则既有历史评论，又有史学评论，不能单纯以一般性考证著作看待。 

    ——笔记体著作，这里主要是指史料笔记，其中有侧重历史考辨的，有侧重历史掌故的，有侧重社会风俗的。自唐迄清，这种笔记极为丰富，

其中有不少是名家所撰。笔记的题材比较灵活，或亲历，或传闻，或读书所得，随手札录，聚少成多，汇编成书。有的按类编次，有的按撰写时间

编次，有的有目录，有的没有目录。总之，这是一种形式不拘的体裁。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笔记”风起云涌，学术含量高的当然也有，但并

不多见。 

    ——史注，这虽然不是一种独立的体裁，但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国语》韦昭注，《左传》杜预注，郦道元《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杨

衒之自注，《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汉书》颜注，《通典》杜佑自注，《资治通鉴》胡注，《史通》浦起龙注等，都是有名的注，重

要的注，在注文的内容和注文的体例上都有很多可以继承的地方。 

    以上这些史书的表现形式，相互补充、交叉，对于记述和反映中国历史面貌，反映历代史家和学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价

值，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认识。有些表现形式，在当今的史学活动中还是可以借鉴的。 

    （三）历史理论的积累 

    这里，我首先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应当区别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的内涵，同时也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

代史学中，有没有历史理论？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只有记载和描述，有人甚至名之曰“记述史学”。我个人认

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国史学不甚了解，二是研究中国史学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对理论遗产发掘和总结不够。依我的肤

浅认识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有着辉煌的理论成就。比如，《史通》和《文史通义》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代表作；如《新唐书纠谬》、《史

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史学要义》、《廿二史札记》等，都有着鲜明的史学理论色彩；《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

《盐铁论》、《人物志》、《帝王略论》、《贞观政要》、《唐鉴》、《唐史论断》、《通鉴直解》、《读通鉴论》、《宋论》、《明夷待访录》

等，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理论内容。 

    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形式，大多不离事而言理、言道。从《吕氏春秋》到《读通鉴论》和

《廿二史札记》，莫不如此。第二，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就作者和著作而言，显得“分散”；就历史脉络而言，却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如

分封、郡县之论，从秦朝至清朝，代有所论且愈益深刻；又如君主之论，从孟子到王夫之，论者屡朝不绝，宏论迭出；再如兴亡之论、正统之论

等，也是如此。认清了这两个特点，以这两个特点为基础，我们才可能走出误区，不断加深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的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约五六百万字。这个分典有史

学史部分，有历史理论部分，也有史学理论部分，可望在近一二年内出版。这是我们在理论遗产的文献方面所做的一点工作，《人民日报》曾报道

过这个信息（见200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第九版）。 

    根据我目前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初步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有如下一些积累： 

    ——关于天人之际的理论。“天”的含义：有意志的天，自然的天，作为客观环境的天。“人”的含义：周王与“人”；普通的人。天人关

系，“天命”与“人事”、“天道”与“人道”位置的变化。 

    ——关于古今关系的理论。古今是否有联系？是何种联系：进步？倒退？循环？穷、变、通、久的观念，“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观

念，“通古今之变”的思想。 

    ——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的历史分阶段论。关于国家起源的天才猜想。 

    ——关于历史变化动力的理论。“天命”，“人事”，“圣人之意”，“生人之民”之意，“时势”与 “事理”。“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关于治乱兴衰的理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与“舟” （臣与君）的关系，“逆取”与“顺守”的辩证思想，“过役民力”与

“休养生息”，“戒奢”与“风教”，“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居安思危与忧患意识，“兴亡”论种种。《贞观政要》这部书。 

    ——关于夷夏关系与历史文化认同的理论。同源共祖（黄帝），地理环境与民族差别，“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科举制和五经、十三史与仁

义道德，史书编纂与历史认同。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时势”与“英雄”，人才的作用，丰富的君主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关于人民、国家、君主之关系的理论。 

    这些理论，在层次上或许有所不同，但都有丰富的积累。其中，天、人、古、今、时、势、理、道、通、变、治、乱、盛、衰等等，是经常出

现的命题或范畴，历代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贡献。 

    历史观念的变革与历史理论的发展。批判意识，进化论，唯物史观。 

    （四）史学理论的成就 

    ——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 

    ——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法，史意）。 

    ——书法与信史。 

    ——采撰与历史事实。 

    ——史论艺术与历史见识。 

    ——史文表述与审美要求。 

    ——史学的社会功能。 

    ——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论。 

    ——近代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 

    二、 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传统 

    （一）基本规律 



    ——历史的发展与历史认识的发展。 

    ——史书的内容与形式之辩证的发展。 

    ——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入大众的趋势。 

    （二）优良传统 

    ——撰写前朝史的制度与历史撰述的连续性。 

    ——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恢宏的历史视野。 

    ——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 

    ——史学之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 

    ——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与功能信念。 

    三、 当前发展的趋势 

    （一）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面貌 

    理论。领域。成果。队伍。中外交流。 

    （二） 当前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主要趋势： 

    ——唯物史观面临的考验和挑战：坚持与创新。 

    ——外国史学的影响与多元发展的趋势。唯物史观被淡化的趋势。无需指导思想的思潮。多元发展的客观趋势。怎样体现中国史学的主流？ 

    ——新的社会史研究受到普遍的关注，成为一个强劲的趋势。这里存在着两种社会史观，如何同时得到发展。 

    ——中外史学交流不断加强。从国际史学大会、一般性国际研讨会到个别交流，都发展。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借鉴他人与反映自我。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普遍存在轻视理论的倾向。多种原因与不同态度。 

    ——青年史学工作者缺乏马克思主义修养。队伍建设。 

    ——关于历史学的性质有种种不同的认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艺术。后现代思潮的影响。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求真与经世的关系，史学与政治的关系，都普遍地存在着模糊的认识。 

    ——学风问题：理论，学术史，他人成果，片面性，浮躁，夸张。 

    建议有造诣的史学工作者，除自身研究领域外，多关注理论问题，关注史学发展趋势，关注一些倾向性的史学现象，发表评论，促进中国史学

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时间匆忙，讲得很粗糙，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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