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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在历史学内，历史考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
讨中，都应当从理论层次上对历史考据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和总结。中国历史学具有自古以
异常兴旺的特点，因此总结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是研讨历史学方法论及思维路径的必要准
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已经作出不少研究，如陈垣先生从文献学方法上的论述、顾颉刚
角度的总结，均为精辟的开拓性创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
出一些新的分析和新的总结，以供史界同仁商榷与讨论。 

一一一一、、、、““““历历历历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学学学学””””的的的的概概概概念及其念及其念及其念及其内内内内容容容容 

  凡研讨用一个概念表达的学术对象，必须确切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否则可能致使著述
无鹄的，论者浑沌，读者迷茫。这种有意无意使论题范围模糊不清，浑沌说去的现象，在
少见，亟应克服。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界定所要讨论的问题。 
  考据，其成熟的形式以及规范的方法，是要条举证据，以论断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
“学”，则须在学界出现了数量较多、影响广泛的专门著述，实际上形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治
且具备一定程度的关于历史考据的学术理念。历史考据学就是在历史学之内，以历史考据的特定方法
门著述为依托，并且形成特有学术理念乃至专门理论的分支学科。中国的历史考据，经历
的考订，而尚不足以言“学”的长时期积累，逐步蔚成学者广泛认可和采纳的治学方向与
合修史著书的附属地位中相对地独立出来。在中国，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考察这个漫
要从清理早期零散的历史考订开始，揭示其如何逐步演化为一类专门的学术，并且怎样地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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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考据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大致分为关于史实的考证和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二者具有密切的
系。 
  所谓“史实的考证”，包括核查以断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社会制度、
文化等等一切历史的实际状况。以上各项均涉及到具体研究对象的时间、地点、具体情节
竟是有是无，例如历史传说中的黄帝、被载入《明史》的李自成军内的重要人物李岩，都存在
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 
  所谓“历史文献的考证”，包括对文字形式的所有史料之形成背景、名义真伪、内容情
等等的考订判断，如《古文尚书》的真伪、《左传》的作者、《史记》的史料来源、《清
问题，皆曾经是学界考证、讨论的热点。 
  史实的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应用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因此不仅必须利用历史文献方面的考
而且在史实考证的进行中也往往需要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辨伪或考实，从而说明文献的是否可信
证李岩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要追朔各种历史文献有关记载的源流、变化，特别是最早早早早文献
可信。对上古史事、礼仪、典制的考证，更无可避免地牵涉相关文献真伪、形成年代、资
考订。而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又必然涉及到相关历史阶段的史事、人物和社会背景，即需要
的可信成果。可见史实的考据与历史文献的考据不是相互孤立的，在比较复杂的历史考据中
交插进行，但就考证的具体目的来说，则有理清史实与判别文献的不同。 
  出土文物、出土文书及古代文化遗址，可以概称之历史遗存，是历史研究的另一类依据
证、鉴定的对象。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运用大量特殊技术手段和特殊知
日益重要，蔚为大观。考古学其实是历史考据学的延伸，它仍然要应用一般的历史学知识
的技术手段与特殊的知识，文物与遗址的研究类似于史实的考证，出土文书的辨认与研究仍具有
考证的性质。 
  在中国古代，历史考据是伴随经学的考据活动兴起的。旧时经学的考据，很大一部分今天可以
史史实考证或历史文献考证，但也有一部分不属于历史考据，如《诗经》中名物的考释。
不止于现今历史学一个领域之内，于是有笼统的“考据学”的概念。其实，考据的内容多
围——文学方面的考据多为文学史范围，哲学方面的考据多为哲学史问题，以此可以类推
还有“辨伪学”的概念，从辨别真伪的对象来看，有许多书籍虽不属于史籍，但任何伪书
史的现象，辨伪的研究方法与立说依据也多可归结为历史学的范围。因此，“辨伪学”乃是
个组成部分，历史考据是现今各个学科考据性治学活动中的根基和主干。 

二二二二、、、、从从从从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历历历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 

  从先秦到隋唐五代，历史考据活动作为撰著历史专书的附属，经历着方法上、实践上的漫
迟迟未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此予以深入探
加深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面认识。 

            （（（（一一一一） ） ） ） 先秦至西先秦至西先秦至西先秦至西汉时汉时汉时汉时期期期期，，，，历历历历史考据的萌芽史考据的萌芽史考据的萌芽史考据的萌芽与与与与初初初初步步步步发发发发展展展展 

  中国先秦时期至春秋时代，文化事业有了广泛地发展，历史事实的考述与历史文献的考信都呈
发状态。最初，史实的考述尚多出于现实军政活动的直接应用，由于军政活动的某种需要
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找出历史依据，提出解决方法，这对于历史考据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一
动力。《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是年（公元前634）齐国伐鲁，大兵压境，鲁国人展喜自
示来犒劳齐国军队。齐国君主问：我军来伐，鲁人怕不怕？展喜对曰：小人怕，君子则不然
在鲁人没粮食，田地上无青草（四月，青黄不接），依仗什么而不怕？展喜引述历史回答
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告之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
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1]又称各国诸侯都说现今齐君即位
桓公的政策，所以我们不作防守的准备。齐君于是退兵。这段故事当然是说明当时先王之命
侯还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作为鲁国展喜而言，他是引据历史，通过考述历史事实来说服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记载周天子使刘文公召集十国诸侯会盟于召陵，在排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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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居于卫国之前。卫国使臣详考周代宗族礼仪之制，特别是引据此前晋文公践土之盟时卫
的史实，终于使卫国在此次会盟中仍居蔡国之前。 
  直到今日，从政治、外交、军事上的现实需要来考查历史，仍然是常常发生的。因此
的需要往往是推动史实考述的重要因素，历史考据并非仅仅存在于纯学术领域之内。问题
了现实社会活动的需要来考述历史，如何树立尊重史实的理念。春秋时期，晋国发生赵穿
事件，史官董狐于史册记载“赵盾弑其君”。据称孔子曾评论此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2]这段记载固然表现出如实记
法的制约之下实施，但“书法不隐”的“良史”观念已经突破周朝礼制的外壳，有利于造就中
学传统。随后，齐国史官不惧强权、不惜牺牲生命而记载“崔杼弑其君”事件，[3]更强
于史实的理念。这对史学的发展，对历史考据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语·子张》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对史书记述商纣王的罪恶有所怀疑，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焉。”[4]显然，将商纣王描述为恶贯满盈是周人政治上的需要
但子贡则表现出一种排开政治制约的考据意识，并且不讳言其对历史真相的见解。对传闻
识，是引发历史考据的契机之一。战国时期，这种怀疑精神有所扩展，孟子云：“尽信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漂杵也！”[
书》记载失实，带有一个确认周武王“至仁”、商纣王“至不仁”的前提，其局限性显而易
书，则不如无书”的命题，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给后来的历史文献考据和历史考据提供了
  除官方之外，儒家是春秋与战国时期最重视记述历史的学派，这与儒家主张“法先王
联系。而主张“法后王”的法家，对历史问题的质疑也具有去伪征实的思想价值。例如韩
墨子都称述尧、舜而所言歧异，尧舜不复生，谁能分清其真伪？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
据之者，诬也。”[6]韩非提出了必须经过“参验”的来确定事实，未经参验得以确认，
据。这里的“参验”包含以理推测与事物之间对照的方法，其中倡导核定事实的思想，是
念相通的。 
  总之，先秦时期初步产生了考核史事、订正历史文献的意识，但尚未形成充分引用证
的学术活动，如果对史事有所辨析，大多仅仅靠推理性论断。《吕氏春秋》记述子夏读史
师三豕涉河”文句，认为其中“三”当为“己”、“豕”当为“亥”，皆形近而讹，应为
河”。这被许多著书引为校勘学的事例，但却不是通过不同版本的校对来订误，而是应用
学知识，通过思考得出的判断，实际仍然是对历史文献的推理性考订。 
  战国时期频繁激烈的战争，对历史文献不能不造成损坏，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国的历史记录也得不到战胜之国的保护，甚至有意地将其毁弃。待至秦统一六国之后，则
书活动。因此，秦汉之际，历史文献的残缺佚失已经极为严重。西汉兴起，统治者逐渐重
书籍、文献的残缺则导致许多疑难问题的出现，典籍的搜集、校对与考核工作也随之开展
经学、史学都出现了一定的考据活动。考据渐渐成为一些学者著书立说过程中应用的辅助手段
对历史史事的考订，至司马迁撰写《史记》，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司马迁具有考核征实的史学意识，撰入《史记》历史事件，是经过核定或选择的，有
考据活动略记于《史记》中，如《史记·周本纪》中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
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徙于洛邑
宛列传》中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两千五百余里……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
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予以实地考察并且与文献、传闻相参照，弄明了许多模糊的说法，更正了不少讹传。大为
的可信性。《史记》记载的时代起于传说的黄帝，当时相关的文献甚多，司马迁说：“予曾
以来皆有年数”然而同类各书的记述出入甚大，“稽其历谍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
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7]于是他放弃记载共和行政之前的年月，仅编辑帝王世系的
表现出历经考核后的严谨慎重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撰著乃是
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里聚集史料之后的“考之行事”，毫无疑问就充
订过程。 
  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采用小注的方式对许多图书的作者、时代作了判定，
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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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在刘向、刘歆校订图书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有的也略言其判
由，呈现为初级的文献辨伪形式。古文经学家郑玄、文字学家许慎、思想家王充，均有对
辩，如郑玄对《月令》的考证：“《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
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8]考辩的《月令
考订的证据则根于历史知识。经学家马融对当时流行的《尚书》中《泰誓》篇的辨伪，则达
考据的精湛程度：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
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榖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

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
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
《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
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9] 
  这项辨伪考证，逻辑严密，理据充足，首先从文句浅陋、又语神怪上指出其可疑，继
秋》、《孟子》、《国语》、《荀子》、《礼记》等先秦典籍，以多重证据判断该《泰誓
在考据方法上达到很高的水平，具备了历史考据的较成熟的形态。但两汉时期，似这样充分
史考证为数甚少，远未形成治学气氛，也没有专门的历史考据著述出现。无论司马迁、班固
融，其进行考据皆是为别的著述活动作辅助工作，具有随机、散碎的特点，没把历史考据
任务和学术目标。总体来看，截至两汉，考据方法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得到初步发展，但是
史考据学的产生。 

  （（（（二二二二））））魏魏魏魏晋晋晋晋六朝六朝六朝六朝时时时时期在期在期在期在历历历历史考据上的的探索史考据上的的探索史考据上的的探索史考据上的的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书多样化发展的时期，私家撰史，特别是私家撰写近世史、
气。史书种类剧增，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学术质量相差悬殊，对史事的记载相互歧异，
核与梳理的空间。历史考据在学人多方向探求治学路径的气氛下，出现显著的跨越性进展
郡出土《竹书纪年》等多种先秦古籍，记载的史事与儒学典籍及《史记》等行世的书史出入
了人们对古史的考辩。 
  《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採俗
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
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古史考》其书久佚，但据现存遗文，在“採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方面比《
无不及，顾颉刚先生指出：谯周《古史考》“广搜博采，以多为胜，不问神话传说产生于何代
编入古史系统，把古史系统上溯至燧人、包羲，开了唐、宋以后编古史者广采杂家小说入史的坏
[10]但是谯周既然“以纠迁之谬误”为宗旨，《古史考》必然包括大量历史考证性的内容
史资料，本身即具有考证的性能，至于抉择和判断的眼光、见识，则另当别论。司马彪“
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则其著述应是历史考据性专著，可惜连书
传。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刘宝撰有《汉书驳议》二卷，南朝姚察撰有《定汉书疑
佚失不传，无考其详，但依书名判断，很可能是考史专书。东晋孙盛《异同评》是一部类
作，内容是比较不同的记载，加以鉴别，确立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其中颇具精密的历史考
策遇刺事件的考证，对比了《三国志》、《江表传》、《九州春秋》的不同记述，指出《
孙策欲乘袁、曹官渡之战袭击许昌时遇刺，与同书记述的官渡之战时间冲突，而《江表传
攻广陵之时，确有依据。《九州春秋》所记时间与事件，则已是孙策死后七年，“乖谬尤甚矣
种综合考析，将纷杂的记载层层剖析，引证资料予以辩正，显示了高超的考据方法。此书
阳秋》这部编年体史书的副产品，与七百年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性质全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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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众多史家对史书编纂多方向探讨的氛围下，有专门的历史考据性专著超前地出现。而也正因
前，未引起广泛关注和护惜，终而佚失不存。 
  散存于其他各种著述冢的历史考证、文献辨伪，也从两汉时期的原有水平上有所提高
国志注》有不少历史考据的内容，对于陈寿《三国志》记载官渡之战前曹操“兵不满万”
察曹操军事力量的发展状况及当时会战的情节，提出了三条理据，令人信服地指出操兵决
[12]在考订蜀汉后主刘禅生年、身世与继帝位年纪时，裴松之引证《三国志·蜀志》的《
主妃子传》以及《诸葛亮集》等史料，梳理刘禅的经历，反驳鱼豢《魏略》将刘禅记述为
备离散，被人所买等等异说，指出这样竟使刘禅年龄增多十几岁，与所有可靠史料冲突，
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13]这些史事考证缜密、严谨，且很具
色。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对各种史书作了辨伪性考据，如认为孔子作《春秋》，
传》，皆存在着疑点，表现出很高的学识和求实精神。此外，郭璞《山海经注》、裴骃《
都含有历史考据，郦道元《水经注》则多有历史地理的考证。刘杳对郑玄关于宗庙祭器形制的
议，随后，他的见解因实物出土而得到证实。[14]所有这类事例，都表明魏晋六朝时期的
和广度皆有引人注目的发展。 

  （三）隋唐五代隋唐五代隋唐五代隋唐五代时时时时期的期的期的期的历历历历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 

  隋唐五代时期，历史考据方法承接魏晋六朝，但却主要作为其他著述撰写中的附带活
短，五代时期政权割据，学术文化皆逊于唐代。唐初官方令孔颖达等编辑《五经正义》，
历史考据，如指出《左传》后来有增竄，《谷梁传》是“汉初始作”等等。唐代司马贞《
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等，均有不少历史考据性内容。所有这些，均未超出魏
据水平。 
  唐代历史考据水平的代表者当推史学家刘知幾和《春秋》学家啖助及其弟子赵匡。刘
著作《史通》，其中《疑古》篇对上古史事进行了许多考辩，有些论断引《竹书纪年》为
说的尧、舜、禹禅让，认为所谓舜的“南巡”死于苍梧，乃是被禹流放，可见禹乃是夺取了舜的政
样的疑辩，连续提出十多项，将儒学的上古史体系大半颠覆，并且总结说：“推此而言，
妄甚矣。”[15]其他如《汉书五行志错误》、《汉书五行志杂驳》等篇，也多有史事的考
于《孝经》、《易传》等等书籍文献的考订之文，今存于《全唐文》内。刘知幾的主要贡
面，所发议论惊世骇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而同时具有历史考证上的成就，足见
维，对于历史考据同样重要。 
  啖助、赵匡对《左传》的研究在经学、史学上都颇开生面，啖助指出《左传》成书历
后代学者系以年月并且加入许多杂乱素材而写就。这虽然仍很笼统，但在《左传》作者及成
了坚冰。赵匡正是在此基础上使认识得出一大飞跃，明确指出《左传》非左丘明所撰，他批
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
不返者也。”[16]受啖、赵一派学术的影响，柳宗元对先秦诸子的考辩亦成就显著，影响
裴矩《西域图志》、唐《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书，在地理考释上有一定意义。 
  唐代的历史考据，不能说比魏晋六朝毫无进步，考订疑及经传，意义颇大。但其意义
念方面，刘知幾以考辩辅助其理论论述，啖、赵诸人的学术也主要在于阐释经义，他们都
性质的专书。整个隋唐五代，缺乏将考据视为相对独立学问的治学意识，因此盛唐文化虽
史学、私家史学均有重大发展，刘知幾的史学理论更是辉映千古，但没有出现历史考据性
这一点上反而不及两晋六朝时期，致使历史考据学仍未能以相对独立的面貌产生。 

  

三三三三、、、、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历历历历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学学学学的成立和的成立和的成立和的成立和发发发发展展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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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两两两两宋宋宋宋时时时时期中期中期中期中国国国国历历历历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学学学学的成立的成立的成立的成立 

  宋朝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迅速发展的时期，经学、史学、文学皆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
论思维与思辨精神带来学术思想上的空前活跃。在经学和史学上，疑古精神发扬光大，司
“新进后生，……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
书。”[17]司马光的本意当然是对这种现象不满，希望予以纠正，但恰可从中可看出学界涌
古思潮，这给考据学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 
  首先是辨伪活动的勃然发展，开其风者是欧阳修，他考辩著述宏富，涉及广泛，对《
《礼》、《易》、《春秋》等经典及传注概有怀疑，或认为非圣人之作，或认为已经残损
貌。理学家程颐也认为《周礼》“讹缺甚多”，《礼记》中《儒行》、《经解》“非孔子之言
非丘明之作”。王安石、苏轼等学者也均有文献辨伪的考订著述，[18]这些北宋的大学者
典都可怀疑，酿成风气，影响深远，使宋代大量学者步入文献辨伪、史事考据、正误订疑的治
使对疑古风气不满的司马光，也撰有《疑孟》之文，对《孟子》中记述的史事，予以考辩
  宋代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成绩最值得注意，西汉初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今文尚书，史称
《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十六篇，西晋末年战乱中一起佚失。东晋初年梅赜进献《尚书》，
在内，且有孔安国的《尚书传》。学术界并未疑其伪，唐代孔颖达等奉旨编撰《五经正义
献本的《尚书》及孔传，颁于学官，成为政府科举考试的依据。中唐以后，李汉等个别学
到《尚书》中杂有不可信的篇目，但未进行具体的辨伪考证。至宋朝才开始了具体辨伪研
棫著《书裨传》，提出了古文尚书不可信的问题，因为古文尚书文通字顺，不同于先秦文
《今文尚书》则文字古奥难解。朱熹在吴棫的启发下，从文辞、文风、来历等方面对《古文
今文古奥难读，古文文通字顺，为何伏生单单记住难读的？简易者如何全然不记得？至于孔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因其文不像西汉文风，而且晋代之前也无记载可证。这打中了
书》和伪孔传的要害。 
  宋代出现了大量史考专著，这是历史考据发展上最重要进展。北宋有司马光的《资治通
东晋孙盛《异同评》，而开启著书、治史之流行新法。北宋吴缜著《新唐书纠缪》、《五代史
专们针对欧阳修主修的两种史书，指摘、考辨其记载失实、失当之处。《新唐书纠缪》指出
八失，其中也有义例得失问题而不属于史实纠误，但全书大多仍是考其史实之误。《五代史
欧氏《新五代史》其彼此间抵牾舛误之处有两百多处。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
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缜一一抉其缺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
[19] 
  而在吴缜之前，北宋即已兴起历史考证性质的专书，如余靖撰有《汉书刊误》，参修
著有《东汉刊误》、《西汉刊误》，这些著述主要内容是刊正误字、误句者，是以校勘之途入于文
证。南宋时有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引据赅洽，考证详
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20]清四库馆予以这样高的评价，在同类史籍的提要中颇为少见
  宋代史考专书与以历史考据为主体的史著大为兴旺，从隋唐五代的寥落荒原转变成芃芃
据意识深入史学领域，许多史著都经过充分稽考成书的，如宋高宗时邓名世《辨论谱说》、《
辨证》，前一书佚失而内容已经不详，但《玉海》评论为其“辨先儒言经传之失，考订明切
《西汉决疑》有《失实》、《引古》、《异言》、《杂证》、《注释》五篇，除部分注释
容是考据性的。洪迈《容斋随笔》及后续各书，实际是以考述史事、考释文献为其核心内
上也十分成熟。此外，南宋陈大昌有《考古编》、叶大庆有《考古质疑》、史绳祖《学斋
是立足于考据而著述，有名的理学家魏了翁也撰写《古今考》，意欲考订汉代的典制。王
著名学者，学术根基定于宋代，著述丰硕，于历史考据创树尤多。《困学记闻》内有《考史
有专题历史考据之文《汉河渠考》、《历代田制考》、《历代漕运考》、《两汉崇儒考》
有《诗地理考》五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春秋三传会
《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汉制考》四卷等多种考据专著，[23]均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
佚失，未能完全留存至今。王应麟可称为宋末考据学大家，为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作出重要
  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是又一历史考辨专书，内容以北宋史事为多，亦下延于南宋
小说，上至朝廷制度沿革，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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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通鉴考异》，而先列旧文，次为驳正，条分缕析，其体例则如《孔丛》之《诘墨》，
舛，于史学深为有裨。”[24]宋孝宗时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更值得注意，《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大性传》记载曰：“《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实，盖网罗百氏野史，订以《日历》、《
正舛，率有据依。”《文献通考》录其自序称：“私史荐兴，说令蠭午，朱紫苗莠，混为
美，未免蒙翳。……臣大惧私史蹖驳，或为正史之蠹，辄撷其事而正之。……独取熙朝美事
夫之卓之可称而其事为野史、语录所翳者，辩而明之，参其岁月，质其名氏、爵位而考证
词，难以示信，以意逆志，虽知其非而未有晓然依据，则姑置弗辩。其有所辩者，必得所
焉。所辩凡两百条，厘为二十卷，名之曰《典故辩疑》”[25] 
    总之，宋代是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出现了显著区别于前代的标志性的成就：第一
影响下，历史文献的辨伪勃然兴盛。 
  第二，大量历史考据专书行世，构成历史考据学的学术规模，给后代的史学发展以不可磨
令历史考据学得以确立而不再萎缩、后退。 
  第三，治史的考据意识增强，对历史考据初步出现理性的认识与概括，这是宋代历史考据能
“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之独立作为一书，将考订成果相对地独
考据意识增强的体现。大量历史考据专书的撰写，巩固与光大了将考据作为一种专门学问
地认识与概括历史考据的原则及宗旨，可以北宋吴缜、南宋李大性的见解为代表。吴缜提出
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
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不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述将“事得其实”置于史学的首位，即是历史考据的理论基础。上引李大性《典故辨疑序
或传闻异词，难以示信，以意逆志，虽知其非而未有晓然依据，则姑置弗辨。其所辩者，
之说焉。”提出历史考据“必得所证而后为之说”，道出了历史考据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史考据，必须以征引确切证据为论断的根据。 
  这三点标志性成就，表明宋代的历史考据与此前相比发展到性质不同的阶段，即中国
形成与建立的阶段。从此，历史考据学具有持续发展的学术基础和社会机制，在一般的社
现整体衰退的倾向。 
 
  （（（（二二二二））））元明元明元明元明两两两两代代代代历历历历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学学学学的的的的进进进进展展展展    
    
  元朝史学整体上不及宋代繁荣，但承接宋代余绪，仍出现不少专门的专著。王应麟的
释》和《汉制考》两部专著，实际完成于元朝初年。[27]宋魏了翁撰有《古今考》，但仅
成。元朝方回则续纂其书，撰成《续古今考》三十七卷，本书依照魏氏体例，仅以《汉书
线索，考证古代之典故、名物，如高祖斩蛇条下，则考剑，范增举玉玦条下，则作玉佩考
考制度有别。胡三省《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对南宋史炤《通鉴释文》予以驳正。黄镇成《
释《尚书》为线索，“征引旧说，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间附以论断，颇为详备”。[
考》是一特殊著述，考述元代纸币沿革变化与相关国计民生问题，可补《元史·食货志》
《文献通考》虽非专门历史考据之书，而在勾稽文献史料上功力甚大。元朝末年黄溍的《
实际是分条目的考据著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中皆考证经、史、子、集异同得失
则，尤精於辨经。……引据尤极明确，非束书不观而空谈臆断者也。”总之元代考据学撰著
多，但从元初至元末，专门考据之书可谓不绝如缕，承接了宋代成果，并且出现《宝钞通考
著述。 
  明代学术表现丰富多彩，同时也驳杂冗滥，学人撰述书史，作多方向探求，各方面史
量上的大发展，许多现象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历史考据专书数量甚多，但学术精品
《史乘考误》，胡应麟《四部正讹》为其中姣姣者。历史考据在明代的发展，主要趋势不是承
有据的考证原则而进一步严谨精深，而是开辟一块新的境地，即撰写钩稽史料，以考述某一
述。这类著述无论实际功力如何，往往在书名中就标识有“考”字。姑且随手从《明史艺
全书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目录中抄略若干书名以示其概况： 
  历史地理与域外史地方面：张久复《皇舆考》，陆应阳《广舆考》，卢传印《职方考
西洋考》，李言恭《日本考》，茅瑞徵《东夷考略》，郭光复《倭情考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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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文化与学术方面：王琏《历代经籍考》，凌瀚《古今群书类考》，程良儒《读书
《群书备考》，周祈《名义考》，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耿随朝《名物类考》，
礼乐考》，董其昌《学科考略》等等。 
  古今历代人物方面：戴庭槐《孔门源流考》，朱常淓《古今宗藩懿行考》，冯从吾《
梦熊《历代相业考》，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过庭训《
考》，顾祖训《状元图考》，李腾芳《宦寺考》等等。 
  历代政治、经济及典章制度方面：胡彦《茶马类考》，吴山《治河通考》，王宗沐《
汝璧《功臣封爵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程敏政《宋纪受终考》，王在晋《历代山陵考
《历朝经济考》，王圻《谥法通考》，朱常沔《改元考》，王圻《东吴水利考》等等。 
  边防、军事方面：何镗《修攘通考》，魏焕《九边考》，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
功纪胜通考》，史继偕《皇明兵制考》，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张雨《全陕边政考》等等
  以上所举，仅仅是同类之书的一小部分而已。其共同特点是勾稽史料而集中考述某一
名皆用“考”字。书名带有“考”字的著述，当然并不一定做到考据精深与史料周密，但是明代著述大量
以“考”用于书名的现象，反映出考据之学被整个社会认可、尊崇，成为学术界内典雅、
象。尽管此类书史中有些仅仅是粗略纂辑之作，但同时也不乏具有历史考据的功力的著述
这是历史考据专著的一种新的体式，在宋代尚未产生，元代则仅有武祺的《宝钞通考》。
籍的涌现，造成一种声势，从而确立其占有历史考据学内的一席之地，拉近了历史考据专
述的距离。影响至于近代，近代许多著名学者的历史考据专著，如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
了这种撰写方式。 
  明代社会伪书泛滥，同时辨伪之学也日益深化。著名文献学家胡应麟总结了八条辨伪
性的指导意义：1，覆之七略以观其源，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
之言以观其述，5，核之文以观其体，6，核之事以观其时，7，核之撰者以观其託，8，核之
人。文献辨伪是历史考据的一项组成部分，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对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

  （（（（三三三三））））清清清清代代代代历历历历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学学学学的的的的兴兴兴兴旺旺旺旺 

  清朝的考据学摒弃了明人轻率粗糙，承袭了明人多方向考史探讨的成果，从清初就呈
发展的局面。顾炎武《日知录》中多有考史内容，为精湛的考据名著，对治学风气向追求切
深方向的转变作出了榜样。康熙年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以充分的证据考定《古文
大振考据学声威。胡渭《易图明辨》将围绕《周易》的所谓“太极”、“先天”、“后天
图”、“洛书”之类予以总的清扫，揭发其不光彩的来源。同时，承接明朝开拓的考据园
汇为一考，弄清某一方面历史内容的专书仍大量涌现，如王世祯《国朝谥法考》、黄琳《
宗羲《历代甲子考》、万斯同《历代宰辅汇考》等等。 
  至乾嘉时，历史考据著述随着整个考据学的兴盛也一起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几乎所有
乾嘉时，涌现许多历史考据大家、名著，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录》等。再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西
等，亦为精致的史考之书。乾嘉之后，史考之书从未断线，一直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记之外，专题史考论文则在清人文集中不可胜计，是历史考据学蓬勃发展的又一迹象。 
  清人在考据学上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性认识，钱大昕等倡导治学的实事求是原则，认为
自实事求是始”。[29]王鸣盛则明确提出：“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
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此外又何多求耶！”[30]崔述
事记载致误得原因进行了比较全面得分析，又对历史考据得原则进行很有条理的总结，如
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一是也
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31]此类申述
学方法论的意义，为乾嘉考据学派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乾嘉之后，主流学风逐步嬗变，但考据学经过乾嘉时期的兴盛辉煌，已经拥有继续存在和
力量，即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系统。晚清历史考据著述仍然层出不穷，何秋涛《朔方备
容，实际是由一系列专题考据组成，如《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俄罗斯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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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北徼喀伦考》、《考订使俄罗斯行程录》……等等。直至清季，不乏具备很高学
作，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也出现了孙诒让、王先谦
的历史考据学家。 
  在近代中国，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与社会矛盾的激烈，史学经世的传统更为光大，以致治史往往
政治立场，甚至直接加入到某一政治派系。在这种局面下，历史考据学仍然取得辉煌的发
一，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和西方史学方法的输入，给中国史学带来新的生机。史家思想、
的开阔，导致对历史问题的新的发现。研究方法的更新，特别是西方考古学的传入，增加了
据、素材与手段。第二，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与发掘利用，特别是甲骨卜辞的出土、青铜器
煌书卷和汉晋简牍的发现、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为历史考据开辟了巨大的学术空间。
下，投身历史考据的学者众多，成就显著，形成学界所谓的新历史考据学派。王国维、顾颉刚
郭沫若等几位史学家，分别取得近代历史考据学在各个方面的代表性成就。 
  王国维在学术上受西方思想与治学方法的很大影响，他运用甲骨卜辞与金文史料，对
取得重大成就，并且总结出具有近代学术性质的考据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其核心是
与文献记载对照考订，是西方史学方法结合了中国实际条件的应用。王国维的史学成就，
究重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意义巨大。 
  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从疑古的观念出发，提出“层垒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命题，应用多方面的
识，溯本求源进行历史文献的辨伪，将缺乏确切依据的上古传说排除于信史之外，颠覆以往
的”古史体系，为新史学的建设清扫基地，具有莫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启迪作用。这种疑古
学术与日本近代史学影响下产生的。 
  陈垣在文献学的坚实基础上，建立其历史考据的宏伟大厦，其治学路径是传统考据学
大。他的代表性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等，皆为明代以来钩
一历史专题的著述方式，但历史专题的选定，则反映了站在时代思想前沿的特色，非明清
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辨识甲骨文、金文以及阐释其蕴含的历史内容方面
著的成就。同样，对其他历史资料的解读也卓有过人的独到之处，证明了新思想方法的科
的成就，是他对于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根基。另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尹达，依照郭沫若的治史理路
古学的造诣，考述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历史，取得令国际学界刮目相看的成果。 
  综上所述，自宋代历史考据学建立以来，历史考据持续发展，在历史学内蔚成一片林木
锦的园地，不仅学术价值有目共睹，其社会功能也得以积极发挥。 

四四四四、、、、历历历历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史考据学学学学的的的的学学学学术术术术价价价价值值值值与与与与地位地位地位地位 

  

  纵观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历程，应当正确认识它在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一一一、、、、考据考据考据考据为为为为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历历历历史史史史认识认识认识认识的根本基的根本基的根本基的根本基础础础础。。。。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深度的历史认识，都必须
历史考据起到判断史事是否真实的作用。如果缺乏这一基础，所有历史分析、历史理论均
何高谈阔论都不堪一击。 

  二二二二、、、、开开开开拓拓拓拓历历历历史史史史研研研研究新究新究新究新领领领领域的先域的先域的先域的先锋锋锋锋作用作用作用作用。。。。现代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无论是扩大时间
区，还是探讨新的历时内容，都必须首先明了相应的人物、事件等基本史实，这就必须依据史料予以考
订。因此对于整个史学界而言，新时段、新区域、新内容、新题材的历史研究，总是要以
阵，不考订史实的基本状况，任何研究都无法着手进行。这是显明的道理。 

  三三三三、、、、更新更新更新更新历历历历史史史史认识认识认识认识的的的的枢枢枢枢纽纽纽纽作用作用作用作用。。。。在思想范式更新之际，历史认识也随之发生宏观和总
能单单视为新理论的作用，因为历史学具有以史实为基础的特殊性质。在宏观历史认识转
要进行新的历史考订，从而为新的历史观提供证据。近代维新派的历史观，是通过对中外
展和宣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是为典型之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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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得力于郭沫若等史学家的历史考述，解放后史学“五朵金花”的讨论
史实的考订。总之，历史考据在更新宏观历史认识的进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枢纽作用。

四四四四、、、、引引引引领领领领史史史史学学学学的的的的发发发发展走向展走向展走向展走向强强强强化化化化学学学学术术术术性的途性的途性的途性的途径径径径。。。。历史考据比史学研究的其它方式具有更多、
较少受学术外因素的干扰。同时，历史考据又有引领整个史学强化其学术因素的作用。如
问题上本多禁忌，而考据学的兴盛则促使乾隆朝的后期承认其先祖受封于明朝，承认南京南明政
地位。同时，官方纂修了《西域图志》等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史书，考订与更正官修《明史
误。大抵越全面、越深入的历史考据，越能够有效地排除对历史的有意隐瞒和曲解，使史
的道路上健康发展。这一点，是使历史考据学具有最可宝贵、最富于发展前途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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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首，《自序》。 

[31]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释例》。载《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P.2～14。 

� 上一篇文章： 谢保成：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  

� 下一篇文章： 赵庆云：论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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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告诉好友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篇篇篇热热热热点点点点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61] 

� 中共为何能在1949获胜:当年美远…[91] 

� 访问记：余英时谈好友唐德刚[98] 

�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426] 

� 唐德刚先生逝世[231]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56] 

      相 相 相 相 

没有相关文章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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