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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内容概要

本書收錄了作者的五篇學術論文，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
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分，即新的歷史觀的形成過程、對近代中國史學革命所產生的影
響、不同學者學術眼光的差異及其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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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作者简介

王汎森（1958— ），台湾云林人。中研院院士，史语所所长。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
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
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
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王汎森（1958— ），台湾云林人
。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
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1993年，获普林斯
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
究所。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
：《章太炎的思想》（1985）、《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7）、《Fu Ssu—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2000)、《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01）。（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
（1985）、《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7）、《Fu Ssu—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2000)、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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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精彩短评

1、不科學的評分。
2、2、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
    ——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探讨/29
    收入《蒙文通学记》了，哎。
3、很多是看第二遍了⋯⋯
4、见微知著.
5、次代梳理得比較清楚，看起來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我覺得可以讀讀胡適、傅斯年、廖平、蒙文
通的文章了。
6、　　1、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1
　　4、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103
　　
　　所以买这本书只能买3篇新文章。
7、有时间要读读钱穆。
8、王汎森的对近代学术史的简单梳理，很有可读性，个人感觉最出彩的是《钱穆与民国学风》一篇
9、《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几年前在《历史研究》上登过了。
10、看的是复旦版
11、每篇文章都有引人深思之处，对《钱穆与民国学风》一篇印象最深刻
12、小而精
13、　　书名给人的第一感觉，貌似会分门别类地总体介绍近代中国的史家和史学，而实际上并非如
此。
　　
　　这是一本文章汇编，收集了王先生不同时期的五篇文章，而它们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历史
学有关，每一篇文章实际上都是一个专题的论述，是通过史家与史学来论证某些结论性的观点。
　　
　　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信息量很大，作者眼界深邃，不但让人了解到了许多并不熟悉的史实，更重
要的是让人在对中国史学于近代的变迁有了一个广泛的认知，并且深刻体会到了民国时期整体的学术
状态，实为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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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章节试读

1、《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的笔记-第2页

        由于历史知识产生和来源渠道不同，一个社会中存在各种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不同
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记忆，与不同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不同的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
之间存在着自觉或者不自觉得竞争于合作关系。
在一个社会中，因为存在着互有出入的历史版本，或者对某段历史选择性的关系或者忽略，对人们日
常生活的行为取向、政治抉择、政治认同等，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通俗历史知识于学院研究之间的关系？

2、《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的笔记-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

        文化起源多中心论

海岱   齐鲁   儒墨
江淮   楚       老庄
河洛   三晋    纵横家、法家

徐炳昶   华夏  东夷 苗蛮

文化保守主义： 受西方文化影响然后回头尊儒，对抗新派的同时用自己的方式捍卫旧的价值系统。
守成主义：原封不动的保护传统，对抗新事物，新文化

3、《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的笔记-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

        线性史观为当时迷茫的中国人指出了一条新路，用框架设定了现在及未来的历史进程。对当时人
们的思维方式、社会观念乃至政治活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下我们所才用到唯物史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的笔记-钱穆与民国学风

        钱穆能够从地方中小学教师，一跃进入北京学术圈，很大程度上因其”预流“了当时学术发展的
潮流，考据。他的《先秦诸子系年》成为经典，又被顾颉刚推荐
钱穆学术分期

第一期：
  教中小学国文，古文辞为主
第二期：燕大、北大时代
考证为主，并逐步转入历史
第三期：抗战以后
转向通史，探讨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大问题

对待传统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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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同情之理解
决绝的批判

学生的新旧之分

新学生：批判的，怀疑的、西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专题式的研究。
旧学生：对传统抱一定程度的同情，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渴切希望史学对政治社会问题有所论断，
对未来的发展指示方向。

5、《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的笔记-民初中央、地方于新旧学术观点之纠缠

        典型事例：殷墟挖掘过程中中央研究院和河南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中央于地方之关系，随着统一局面的出现，中央集权不断扩大，地方话语权越来越小。而此时的中国
，南京国民政府并未实际统一中国，冯玉祥，韩复渠等军阀先后占据河南，为中央意志之贯彻提供不
少障碍。这一现状，为河南政府敢于同中央研究院争夺文物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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