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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治史经验谈》序言我对于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
是“历史演进的因素”，同时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来也读了些西方学者史学方法
论之类的编译本，所以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
不过当我在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
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
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
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
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
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
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
意，不能太过拘守。
太过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
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冬，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邀我作一次讲演，内容希能与史学方法有关。
我既不太讲究方法论，对于此项邀约自然不很感兴趣，但辞不获已，只得就自己治史经验作简略报告
。
为欲使诸生能实有受益，所以先写纲要，油印为讲义。
纲要分上下两节，上节谈几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下节谈几条具体规律。
后来又就此类问题在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班上谈过一两次。
一九七六年七月应《中国学人》编者之约，就讲义上节，草成《治史经验谈》上篇，在该刊第六期发
表。
明年续成下篇，以该刊久未出版，而半篇论文未便改投他处，所以迄未刊行。
自上篇发表以来，颇受一些青年读者的重视，促能多写一些此类文字，乃想就平日与诸生闲谈中涉及
有关治史经验诸问题而为前两篇所未论及者，续为写出，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或有一点用处。
今年七月初，自美国游罢归来，趁未开始研究工作之前，一口气写成《论题选择》以下七篇，并就旧
稿续作改订，分别为篇，与新作合编为一小册，仍题曰《治史经验谈》。
回忆杨联陞兄一次来港，闲谈中谓我对于后辈青年当有较大责任。
此语对于这本小册的写作，可能也有催生作用。
朋友相勉，特以识之。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
体验，个人方法而已。
综合这九篇文字，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
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
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
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
系统化。
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
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
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
就的最基本条件。
至于探索问题的技术，则本编甚少涉及。
因为技术细节，很难具体言之。
大约论题若能以述证方式，排比材料，即可达成结论者，较易为功。
若是无直接有力证据，必须深一层辩论证实者，即要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此谓攻，谓建
立一项论点，非必攻击别人论点），有缝必弥（此谓守），务期自己论点能站得稳，无懈可击。
这就要随宜运用匠心，解决问题，但很难归纳出几条方式，具体扼要言之，所以也很难以笔墨相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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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今讲坛一般教学方式也很难传授。
只有古人学徒方式，学生即在身边，遇有使用细致技巧处，随时指授，较易见功。
但此种学徒式之教育方式已成过去，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
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
若都只匆匆翻阅，一目十行，只能认识作者论点，至于研究技巧，曲折入微处，恐将毫无所获！
我在中文大学研究院“中古史研究”课堂上，常提出研作较精之论著，就其探讨入微处，为诸生讲解
，立意即在帮助青年揣摩他人精品的研作技巧，以为他们工作之一助。
但亦惟程度较高，好学深思者，能欣赏，有受益，一般青年似仍少领会！
好在一般论题只用述证方式已可解决，必须深入曲折辩论者究占少数。
而且现今写论文，能深入曲折辩论者已较少，能欣赏的人也不多，盖学风日下，率就浅易，此如歌唱
，时代曲流行，京剧演员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也不想花太多功夫在此等处多费笔墨！
近五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朗若月星；爝火之光，何足自道！
但念近代史学巨子多半天分极高，或且家学渊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后来学子可能自叹不如，不
免自弃。
我的成就虽极有限，但天赋亦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幼年读书，三两百字短文亦难熟
诵。
老妻曰，无聪明，有智慧，这话适可解嘲！
相信当今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蕲向以相告
，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
所以毅然违背我一向做人原则，不揣浅陋，不避自伐之嫌，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献给青年史学工作者，
是否有当，实际有用，在所不计！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序于香港沙田吐露港西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十月二十日增订再
稿于九龙塘狮子山下霞明阁寓所；八○年四月十五日三稿毕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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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治史三书》作者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最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
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
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
著者不矜其能，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
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
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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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
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
曾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新亚研
究所研究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
《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治史三书>>

书籍目录

治史经验谈
　序言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
跟风抢进
　　（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六）其他几点意见
　二　几条具体规律
　　（一）尽量少说否定话
　　（二）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三）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四）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五）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　
　　（六）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七）不要轻易改字
　三　论题选择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二）问题的实用性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四）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五）检查论著目录
　四　论著标准
　五　论文体式
　　（一）常行体
　　（二）纲目体
　　（三）纲目变体
　　（四）复合体
　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一）引用材料方式
　　（二）注释方式　
　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
　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立志与计划
　　（二）工作要诀
　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二）一心力、惜时光
　　（三）淡名利、避权位
　　（四）坚定力、戒浮躁
　　（五）开阔胸襟
　　（六）慎戒执著
治史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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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一　
　序言二　
　一　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二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三　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四　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五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六　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七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八　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九　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十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人手
　十一　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人手
　十二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十三　“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十四　目录学与校勘学
　十五　年龄与撰述
　十六　前进与落伍
　十七　史学二陈
　十八　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十九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二十　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二十一　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附录一　严耕望先生访问记（黄宽重）　
　附录二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言　
　上篇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下篇　从师问学六十年
　附录一　我与两位王校长　
　附录二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附录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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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
些大原则大方向。
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
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
”与“通”两字。
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
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
个专家。
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
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
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
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
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
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
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
一个时代更为重要。
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
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
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有一
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
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
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
记得前年台湾有些史学家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开过一次联席会议，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学者、统
计学者、心理学者等等，就各人强调自己的方法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法宝。
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这样讲来，我们历史学者就无用武之余地了！
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
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
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
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社会科学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
分的论史工作，考史撰史还是非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
至于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用得上。
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
”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
其实我最喜欢用统计法。
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汉代地方官吏的升迁，就是用的统计法，根据统计数字，作成升迁图，在那时可
谓是极新的方法了。
但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
现在我写《国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欢用统计法，还特别搜购了一部《地理统计学》来看。
那里面所讲的方法非常好，但历史已过去了，很少如意的资料让我统计！
所以方法虽好，但材料不允许，用不上，奈何！
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同样都有局限性。
有些人从政治学的观点批评政治史学家的成绩，从经济学的观点批评经济史学家的成绩，从社会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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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批评社会史学家的成绩，总觉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实际的苛责。
他们忽略了历史已成过去，人家那种成就也许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哪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目前的人类
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方法去作调查，材料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样方便！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有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研究历史实有极大用处。
就以我的经验言：我在高中读书时代写了一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我认为尧舜禅让只是部落酋长
的选举制，这就是从人类学家莫尔甘（L. H. Morgan，1818-1881）所写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悟出来的。
儒家不了解当时实情，比照后代传子制看来，尧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禅让，这是美化了尧舜故事。
等到曹丕篡夺汉献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汉献帝写一张最后诏书，说是把天下让给姓曹的，所以曹
丕就想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舜之代尧，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篡位而已，
这又把尧舜故事丑化了。
但我若没有一点人类学知识，就极可能不能悟到这一点。
又例如我撰《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说明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职权地位之不同，以及两类机
关的关系。
按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的职权似乎很混乱，一千多年来都搞不清楚而有误解。
我详征史料作一番新解释，说六部是政务机关，六部尚书是政务官，九寺诸监是事务机关，他的长官
是事务官，这两类机关有下行上承的关系。
如此一来，各方面看来很不合理的现象都变成合理了，这也是从近代行政学的观念入手的。
举此两例，可见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研究有多少重要。
但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
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
尽可能予以运用！
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至于历史本身的博通，更为重要。
但这是本身问题，要博通比较容易。
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讲。
第一是消极的，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
我举两个例如下：其一，法国藏敦煌文书第3016号纸背云：天兴（？
）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内亲从都头、前高昌令、御史大夫、检校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索全状
文。
日本有一位敦煌学专家屡次提到此条，以为北魏道武帝天兴（他释为天兴）七年（西元四○四），当
为敦煌文书之最古者。
其实大误。
我们只看索全的官衔，马上就可知道这一文件不可能早过晚唐，可能是五代时期的。
何以见得？
上柱国的勋名创自北周，朝廷中几个功勋最高的大功臣，始能蒙赐，知此文件绝不能早在北周之前。
以一个县令拥有“御史大夫、校检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的头衔，那就不会早过安史之乱。
又有“回礼使、内亲从都头”的衔名，那就不会早过晚唐，所以至少“天兴”二字当有一个模糊不清
，他误释为“天兴”了。
其实这些官衔，在两《唐书》、《五代史》中常常见到，都在安史乱后，尤其晚唐以后，安史乱前是
绝不一见的，所以不必是讲制度史的人始能知道。
那位先生研究敦煌文书，就该对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历史各方面都有相当了解，然而他事实上只在敦
煌文书那一小点上去钻，所以出此大错！
其二，《通鉴》一九九永徽二年纪有一条：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
有一位研究府兵制度的专家，引此条作解云，“府兵是指这几个都督府的兵”，又云“此时诸州多置
都督府，府兵即指州都督府的兵”。
按至少“这几个都督府的兵”绝误。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治史三书>>

因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各州置都督府的经过极详，秦州此时置都督府，成岐雍三州根本不是都督
府。
解释此句，“的”字应放在“府”字之前，不应放在“府”字之后，也就是说发这四州的府兵，不是
发这四州都督府的兵。
他是位讲府兵制度的专家，这条史料中的“府兵”正是他所要讲的，但却未读懂！
其原因就出在只求专精，讲府兵制度，而忽略了其他制度！
又不肯勤于查书。
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
能博通不但可避免不应有的错误，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
也举两个例子如下：其一，秦国之能统一天下，过去学人的解释，总不外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
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
四五十年前又从时代思想方面作解，以为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一般人民已无宗国之见，为秦国统
一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
例如钱宾四师的《国史大纲》可为代表。
这些讲法，都不错。
但另外还有好多原因。
例如若从当时各国地方经济社会民风的角度去看，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
，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
而就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穷，齐民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
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
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
所以秦国士卒虽赤膊上阵，但勇气百倍，东方士卒虽被精甲执利兵，但一遇上秦卒，内心就生怯意。
况且秦国领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
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
只有赵国北境也产马，训练骑兵，所以战国后期能与秦国一抗的只有赵国，当秦赵长平一战，赵国失
败，丧师四十多万之后，东方各国就已精神崩溃了。
这也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但过去的人讲历史仅注意政治外交，根本忽略社会民风与战马的作用，自然就不能全盘了解这段历史
背景了。
讲到骑兵，我在此附带说一句，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
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
因为骑兵在古代战争上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子武器核
子武器，以步兵对抗骑兵，总是失败的。
其二，南北朝时代，禅家很多，何以达摩一派独能发展成一大宗呢？
又禅宗五祖弘忍以后，北宗先极盛于北方，后来何以北宗衰微，而慧能南宗能特盛呢？
现在姑且只讲南北两宗盛衰之故！
前人讲佛教史认为神秀北宗后来衰微，是因为他的大弟子义福普寂之后继无人。
胡适之先生说，这是由于神会发动宗教革命把北宗打倒，并非因为北宗自己衰微。
北宗被打倒了，南宗才代之而起。
这两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但试问北宗一时无高僧领导就立见衰运，神会在北方把北宗打倒了，何以神会自己荷泽宗一派的南宗
也走上衰微的命运？
而兴盛的南宗反而是远在江南本无很高地位的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两派的后代呢？
我最先的解释是以地区经济的盛衰作背景。
因为南北两宗盛衰的转捩点正在安史之乱时代。
安史乱后，北方经济残破，南方经济渐渐发展繁荣起来，宗教不能没有经济力量来支持，北方残破不
堪，有一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千里无人烟，这一带本为北宗兴盛的区域，经济状况如此，北宗岂有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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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
神会的荷泽宗也在北方，同样走上衰运，其故正相同。
反过来，南方经济力量愈来愈强，老百姓乃至官府才有余力支持宗教，而这一带正是南宗怀让与行思
两系的盘据地，所以就有机会兴盛起来了！
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讲义本来这样写了，当我上堂讲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觉得还可从民情风
俗方面作进一步解释。
那就是当时湘赣地区民间文化程度尚低，可说是文化落后地区，实际上也多蛮越之民，迷信风气极盛
。
南宗虽不是迷信的宗教，但他们那种讲“顿悟”的境界与传教的方式，多少有些神秘感，而又简而易
从，最适合文化落后民风纯朴又具迷信的人民去信仰。
所以怀让、行思两派南禅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兴盛起来。
这一背景恐怕比南方经济繁荣更为重要！
事实上，达摩禅初期在北方一筹莫展，后来二祖慧可传了三祖僧璨，僧璨住在大别山区，才慢慢发展
起来，后来四祖五祖也就在大别山的边缘地带。
大别山区在南北朝至唐代初期是蛮族聚居地，文化落后，易于接受禅宗的教义，所以达摩禅才能乘机
发展起来！
过去人讲佛教史只就佛教本身去讲，很少理会到当时历史的其他方面，更不说地方民情文化风尚了，
所以根本想不到这一种极有意义的解释！
由以上所讲的消极的与积极的两方面看来，史学本身的博通对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是如何的重要！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
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
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
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
也要有相当的认识。
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
如此类推。
若是研究两个不相连贯的朝代，则中间那个朝代的重要性更为增加。
下面举几个例证：例一，唐代节度使制度。
这个制度粗看起来是唐代所创的、所独有的制度，其实它的结构形式及其他作用与魏晋南北朝的都督
府制度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所以若能了解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对于了解唐代的节度使制度极有帮助。
不幸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湮没不彰，任何书籍都无较详明的记载，致使唐代节度使制度迷惑了渊
源！
现在我把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详细考论出来了，若再研究唐代节度使制度，就能很清楚的追溯其
渊源，了解到何以有这样一个形式与作用的制度了！
例二，市镇制度。
现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有镇。
镇多半商业较繁荣，故又称为市镇。
这是自宋代已是如此。
但是宋代这种性质的市镇何以叫做镇？
它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不但要上求之于唐代，还要上求之于魏晋南北朝！
原来这种镇就是军镇，为军事而设，不是为商业或行政而设。
最开始可能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统治下，设军镇以期镇压，后来形成了北魏军镇制度。
军队是专门消费不生产的，所以有些商贩来推销消费品。
又因为军镇多设在交通要道，而且治安比较有保障，所以慢慢形成小的商业中心，也有很多人聚居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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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军事性质还比较浓厚，到宋代就几乎完全失去军事意义而变成现在市镇的性质了。
例三，唐代滇越通道的路线问题。
唐人记载这条路线本颇详。
但沿途地名今皆难考，所以前人吴承志、伯希和（Pelliot）、方国瑜、向达等都认为唐代人所记的交
通路线就是元明迄今的滇越交通主线，亦即沿红河（富良江）河谷而行，而且伯希和还指称唐前的滇
越交通不可考。
其实汉代的滇越交涌路线，《水经注》记载得很明白，是沿叶榆水而行，即今盘龙江。
唐代滇越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取红河水路，但唐人所记的详细行程则仍是汉代所行的水陆兼程的老
路。
这也是不了解前代就无法深入正确了解自己所专门研究的问题的好例证。
例四，唐代州府政府组织及用人方式与汉代州府组织及用人方式不同之故。
隋唐州政府佐官曰参军，由中央任命，与汉代州政府佐吏曰从事，由州长官任用本州人的制度完全不
同。
前人都说州政府属官由中央任命，是隋文帝所创始。
官员名称的不同，是不是也是由一个人所创始的呢？
其实都不是。
此种职称不同，任用方式不同，都当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求其答案。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方面继承汉代旧制，另一方面又慢慢形成了一种新制，成为两个系统并存的现
象。
旧的一系官吏仍称为从事，由州长官任用本州人为之；新的一系官吏则称参军，由中央任命（可由长
官推荐）。
本来职权有别，但旧的一系慢慢失权，成为地方人士禄养之官，新的一系慢慢夺到全部权力。
到隋文帝把无作用的旧的一系率性废掉，就是所谓废乡官，只留有实权的新的一系官吏，就是由中央
任命的参军。
所以隋文帝只是省废了一个无行政作用的制度，并未创立一个新制度。
时人把这件事看做是他的集权手法，这完全是不了解实情的想像说法。
这一事实大可作为研究两个不相连接的时代就必须对中间一个时代有彻底了解的好例证。
再者，隋文帝废乡官，前人以为废除汉代的乡官，即乡三老、有秩、啬夫，这是更加错误了，皆由于
不了解隋唐以前一个时代的缘故！
总之，这种事例太多了，这一个时代的事制几乎都要牵涉到上一个时代，不了解上一个时代如何可以
？
研究一个时代，若能对于下一个时代有相当了解，也很有帮助，当然没有上一个时代那样重要。
我为此，也把《宋史》自头到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的看了一遍，以求对于宋代有个
概括的认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对研究唐史有所帮助。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
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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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
经验谈》。
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
。
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
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
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
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李洪岩（《历史研究》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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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治史三书》：1.作者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最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
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2.史学大家，最亲切、通俗的治学经验之谈，史学入门最
佳读物；3.北大、复旦、中国社科院文史专业一线专家共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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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
经验谈》。
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
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
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
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
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李洪岩（《历史研究》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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