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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收入朱维铮先生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文共十一篇，作者生前在相关学术刊物上
发表这些文章时，都曾引起同行的极大关注，因而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现据其生前校订文本，汇为
一集，以方便学界和学者参考使用。《朱维铮史学史论集》包含了《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历
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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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史学史论集》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07.14～2012.03.10），祖籍江苏无锡。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1960年毕业于中
国古代史专业，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1988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顾
问、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顾问、孔子基金会顾问、上海海峡两岸文
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徐光启研究会会长、香港城市大学课座教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九州学林》
常务编辑、北美《亚洲评论》顾问等，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1987年以来，曾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台湾大学等海外名校担任课座教授，并曾任台北驻市学者。
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
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
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
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在经学领域，朱维铮师承著名学者陈守实、周予同先生，承续钱玄同、周予同一脉，是中国经学史研
究的重要传承者。他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是经学史领域的重要文献。他先后受邀
参与主编《传世藏书》经学与经学史类文献，担任《儒藏》经学史类文献整理的主编，所做工作为后
来者指引门径。他在《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等文章和《中国经学史十讲
》一书中提出，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有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
我国边疆历史有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思想，别有创见。
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朱维铮继承了陈寅恪、陈守实一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他领衔承担了课题“
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先后撰写了《史学史三题》、《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历史
编纂学：过程与形态》、《班昭考》等论文，并为《中国十大史学家》一书撰写了高质量的“司马迁
篇”，体现出在史学史方面的深厚造诣。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朱维铮重视明末以来传教士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蜕变及其在传统政治
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他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华史、宗教史等领域的
研究，也为晚明以来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视角。1993年，他主持召开近代中西文化交
流国际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一书。他还先后主持了《马相伯集》（1996年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2001年）、《徐光启全集》（2011年）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出版，为相关
领域研究奠定了权威性的资料基础。
晚清及近代学术史研究，是朱维铮毕生致力的领域之一。他对晚清经今文学旗手康有为、经古文学殿
军章太炎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编校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1996年），与人合作编
选、注释《章太炎选集》（1981年），为《章太炎全集》收集整理了第三卷《訄书》（1984年），对
《訄书》三次结集诸问题的研究获得突破性成果。他精校详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985年）
成为当代入门读物。他与钱锺书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一辑十种，1998年）
，并为每种著作撰写长篇导论。十篇导论和相关论著结集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代表了
他在清学史领域的成就。为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他与台湾作家龙应台合作编辑了《维新旧梦
录》（2000年），成为活动期间的最畅销著作。
1980年，他和复旦历史系同仁组建了全国首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锐意开拓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
。他和庞朴教授合作主持编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28种，具有学术里程碑意义。1986年，又在
复旦大学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文化学术国际讨论会，这是1976年以后首次在国内举办以中国文化为主题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上世纪80、90年代，他组织编纂了五辑《中国文化研究集
刊》，荟聚时贤佳文，至今嘉惠后学。他倾三十年之功撰写了《走出中世纪》（1987）、《音调未定
的传统》（1995）、《走出中世纪（二集）》（2008）等著作，眼光独到、思想新锐、功力深湛，影
响了几代学人。《走出中世纪》出版不久即被译成英文，在国际学界产生很大反响。
在先生的最后几年，他结合半个世纪的治学经验勉力写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系统性的发覆，
并结集出版了《重读近代史》（2010年）。作者通过考证、发微和总括的笔触，揭示出中国近代困境
的根源，很多观点令人深省。
此外，他还撰写了文化史普及著作《壶里春秋》（2002年），参与编撰了《中国现代史资料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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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孔子思想体系》等作品，并曾担任《学术集林》、《九州学林》的编委工作。
朱维铮先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
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
2012年3月10日，朱维铮先生逝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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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史学史三题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
司马迁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班昭考
王沈《魏书》的考证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论“三通”
“乾嘉史学”：方法与争论
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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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如其人，戾气是真的重
2、政治对于历史的影响是巨大滴，当今又如何秉笔直书？
3、脑洞比较大。一贯的不拘小节。
4、知人论世、探赜索隐、现实关怀、批判精神、文字亦庄亦谐
5、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朱维铮先生将这句话贯彻始终1
6、说实话，朱先生的学问、著作我真欣赏不来。但佩服他有思想有胆识，也佩服他在编书校书方面
的贡献。
7、本书是朱先生为“中国史学史进程”而作的十一篇文章，独立成章却有一个紧凑脉络。即着重研
究了汉代—官修史书定型、唐宋—官史机构创立、制度专门史的发展以及清代—考据学的行程。这是
史学史研究的重点。而通过精细的论证表述无处不显示中世纪政治对史学史的影响与玩弄，而时常又
得出适得其反的来自史学本身的张力。朱先生对这个“流”体察，看到了历史编纂学、历史观念的不
断变化与调整，因而赋予了史学史研究新的活力。而这些论文就是一个示范。正文没有晦涩高深，注
解专业，这符合朱先生的规范。而文章也体现了朱先生的几个特色“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学随术
变”，“强调唯物史观”这是对现在的影射史学，借古讽今等的反击，也为史学史的进程提供了发法
论。而史学对外的吸收与输出则只是简要的表明未作深论，表示对朱先生的怀念和未得亲授的遗憾。
8、有思想，有特色，可读性强。
9、知人论世，是朱维铮这部史学史论文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这部书，既有综论如史学史三题、历
史编纂学，又有个案研究，如对史记、汉书、三通，不过朱维铮并非仅仅沿袭故人旧说，而是从史学
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深入分析权力对于史学的影响。如果说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作用中
，对于清代皇权对学术无所不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刻画的话，那么这本史学史论集，可以称得上朱维
铮对于传统皇权专制对于史学独立和直书迫害的控诉了。很多学者看到朱先生对于传统学者的冷嘲热
讽，但是更应看到朱维铮先生维护史学独立，高扬秉笔直书传统的高贵。虽然，朱先生看不起道学家
以道德评判历史，但是对于权贵的横眉冷对，对于被迫害学者的同情，难道不是高贵的道德吗？
10、瑕瑜互见，朱氏风格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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