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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古史辨伪学者的古史观与史学方法》

第五节 吕思勉的《禅让说平议》
一、《禅让说平议》
二、关于《禅让说平议》的认识
结语
第七章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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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很实在。顺便说，看完这书时赶上卓越的活动，365元买了套金景芳全集。。。
2、梁老师赠我一本，前几天在办公室很快就翻完，节录原文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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