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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
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
想和艺术的精神与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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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
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等数校任教。
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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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左传》（附《国语》《国策》）《史记》上《史记》中《史记
》下《汉书》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高僧传》、《水经注》、
《世说新语》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上杜佑《通典》下（附吴兢《贞观政要》）欧阳修《新五
代史》与《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朱子《通鉴纲目》与哀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志》马
端临《文献通考》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
义》章实斋《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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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问太史公：孔子为什么写《春秋》？
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以下云云。
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主张表彰六经排黜百家的便是他。
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
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
”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
孔子就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来讲它的是是非非，要为天下立下一个标准，所以他“贬天子”、“
退诸侯”、“讨大夫”，这样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
这是司马迁引述董仲舒讲孔子《春秋》的话。
太史公《史记》是学孔子《春秋》，那么在《史记》里偶然讲到汉高祖、汉武帝，有些处近似《春秋
》“贬天子”，而后人偏认他为父亲泄冤气作谤书，那怎么能来讲太史公的《史记》？
《史记》不仅是要写下汉代初年很多事情，还要在这很多事情中有一个是非标准。
他说：“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空讲几句话，不如在实际的事上来讲，可以很深切、很著明。
所以说“春秋，王道之大者也”。
孔子要讲天下之道，孔子说：我若空讲一番话，不如在过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见来表现出这样不对，这
样才对。
所以曰：“春秋以道义”，孔子《春秋》只讲个义不义，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后来表达。
故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一部《春秋》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其他许多诸侯跑来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
晓得多少。
为什么弄到这样？
所以说：“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
”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
这些话，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
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没有这样的话。
其实《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书。
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见这些话。
《太史公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是他亲闻之于董仲舒讲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至于太史公自己讲，却说我的《史记》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记下就是。
这是太史公之自谦。
而且他并不能自己说，我也要来贬天子，退诸侯。
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话详细写下？
这篇《自序》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大文章。
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
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
，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
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
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
，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
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
，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
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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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
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
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
地补注。
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
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
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
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
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
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
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尤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
后来凡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
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
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且把欧阳修《新五代史》里所谓写史的“义法”举几点讲一下。
五代是梁、唐、晋、汉、周。
梁代第一个本纪是朱温，后来唐朝赐他名字叫“朱全忠”薛史开头就称朱温为“帝”，而欧史则开头
称他是“朱温”，后来唐朝赐了他名字，才称他“朱全忠”，再后来封了王，然后始称他是“王”，
更后来他篡位做了皇帝，那才称之曰“帝”。
单举这一点，诸位把此两书比看，就是一个大不同。
薛史也有它来历，如从前南史宋齐梁陈四代，每一个皇帝，本纪一开始就称“帝”。
而欧史则是学的《史记》，沛公到后来才称“帝”，为沛公时不称“帝”。
最先也不称“沛公”。
若我们只读薛史，正名定义都称“帝”，一读新史，才知本末。
朱温本是一个很下流的人，然而还好。
更有外国人跑来在中国做皇帝的，诸位一读欧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都知道。
这些只读本纪就知。
所以欧阳修自己说：“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
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
春秋是个乱世，然而孔子《春秋》里面，有一种书法，故说因乱世而立治法。
但到欧阳修写史，那时是已经有了治法了，孔子以下治国平天下岂不已有了大纲大法吗？
孔子《春秋》是因乱世立治法，现在欧阳修写史，乃是拿孔子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法来正这些乱君。
我从前就最喜欢拿欧史本纪来同薛史两面对读，一个一个皇帝，在这边都见得清清楚楚，在那边则都
是“帝”，只做了皇帝，一开头就是“帝”了，岂不这两书的高下一看就见了吗？
　　五代很短，一个时期，就有八姓十三君，只有梁、唐两代，每一代有三十多年。
此外的各代，都只几年、十几年。
因此在五代时做臣的，很少只在一个朝代做，普通都是一个人做了几代的官。
倘使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好像这个人做了清朝的官，又做袁世凯时代的官，又做国民政府的官，或
许再做到共产政府的官，这是一个乱世现象。
薛史则只要这个人死在哪一朝代就写在哪一朝代里，好像此等事不成一问题，这就把五代史所应有的
特殊点没有把握到。
欧阳修的《五代史》，若其人专是一朝之臣，就入梁臣传、或入唐臣传。
但这样的人少得很。
梁臣传、唐臣传中所收真是极少。
一个人都做几个朝代的官，历事数朝，欧史便把来另立一个“杂传”，乱七八糟地拉杂作传，这真是
多。
也有人批评说：这样写法，只看目录，便感到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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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每一朝代只有两三个臣？
这种批评，实是可笑。
一部《五代史》，真是一段漆黑的历史，难得有几个人在一个朝廷做臣，而一个人兼了做五代之臣四
代之臣的，却很多。
那我们岂不只看目录，便可想见了这一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了吗？
这亦可说是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创例，为从前所没有。
　　照旧史之例，一篇传后有论、有赞。
而欧阳修的《五代史》，则论赞不苟作。
每篇后有论赞，都足很重要的一篇大议论，不是随便循例而写。
最有趣的一点，在欧史写的传赞里，每以“乌呼”二字开头。
先叹了一口气，再往下讲。
也就有人批评说，从前历史传后的赞，没有拿“乌呼”两字开头的。
这种都是学的刘知几，只在小处批评，而并不了解写史人的特别宗旨。
欧阳修自己说：“此衰世之书也”。
既如此，那有什么可“赞”，但照例史传到最后要赞几句，他却不是在“赞”而在“叹”。
所以欧阳修又说：我用《春秋》是用其法，师其意，而不学其文。
其实有许多人，是可“叹”而不可“赞”的。
在五代这个时代无可赞只可叹，那有何不可呢？
我小孩时，在小学里读书，写了一篇文章，先生大为称赞。
那时我在初级小学，有高级小学年纪大的学生就围着这先生说：他写的文章先生说好，但文章总没有
开头就用“乌呼”两个字的。
先生说：你们不知，欧阳修的《五代史》，开头就用了“乌呼”二字。
当时的小学先生，学问也博，多能读过史书。
那时在我脑里就有了个欧阳修。
其实我那时也没有读过《五代史》，不晓得怎么开头就用了“乌呼”二字。
但在欧阳修以前，是没有人用“乌呼”二字作文章开头的，所以有人要批评我，而那位先生可以替我
辩，说欧阳修就这样。
但若有人批评欧阳修，那又有什么办法呀！
　　诸位读史书，于“考史”外，又要懂得“论史”。
不仅要知从前人对其当时及以往的一切批评，还要有眼光针对自己时代作批评。
不能人云亦云，前人如何批评，我也如何批评，该要有新意见，新批评。
但也不能像五四运动以来那样信口批评，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一笔抹杀了全部历史
，那实无所谓批评。
到今天，已到了全部历史更无可批评了，遂只有作搜集材料的工夫。
但搜集这些材料又有什么用，若使一部二十四史全是帝王家谱，全是专制政治、封建社会，那么还要
读什么中国史？
可见“评史”不能省，但批评历史要能有见解，要知道从前人的批评，还要能来批评从前人。
我们且随便再讲几点欧阳修的《五代史》。
如说军事，五代正是用兵时代，欧史用攻、伐、讨、征四个字来分别记载。
两军相交，处在同等地位者称“攻”。
以大压小，一大国攻打一小国，或中央政府的军队攻打一地方，这叫“伐”。
对方确实有罪称“讨”。
天子自往称“征”。
这就是春秋笔法。
只看他用哪个字，便知是哪样一会事，很简单。
兵事成果亦有不同。
用兵获地，或称“取”，或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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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得曰“取”，难取曰“克”。
又如敌人投降，以身归称“降”。
带着他辖地来归称“附”。
你只看一“降”字，便知他一人来，或仅带着家，乃至随从少许人。
倘见“附”字，便知他带着地方一并投降。
又如“反”与“叛”。
“叛”是背叛了这里归附到那里，在此称“叛”，在彼称“附”，如背梁附唐。
若在下反上，不是归附到别人那里去，只在里边作乱、造反，这是“反”。
又有“自杀”与“死”不同。
“死”是死节，为国为公而死，“自杀”则还不到“死”的程度。
自杀当然死了，但还不够称“死”。
死是一种忠节，“自杀”则仅是自杀而已。
“他杀”亦与“伏诛”不同。
有大罪，应该杀，这称“伏诛”。
仅是杀了他，这又不同。
像此之类，欧阳修《五代史》讲究这些用字，很有趣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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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名著》扼要介绍了从《尚书》到《文史道义》的数部中国史学名著，实为一本简明的
史学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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