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史编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清史编年>>

13位ISBN编号：9787300031071

10位ISBN编号：7300031072

出版时间：2000-8

出版时间：人民大学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编

页数：全十二册

字数：27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史编年>>

内容概要

清朝历史年代遐长，前后近三百年，各种类的典籍、档案、文献、资料等浩如烟海，在整理、归纳、
编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深人研究，当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而这项任务，决不是少数人和某些单位所能单独胜任完成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历时二十年编撰的大型清史著作《清史编年》，共分十二卷，六百余万字。
它采用编年体裁的形式，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位共二百六十八年间的重大史事，对有清一代的
中国历史作了一番全景展示。

多卷本《清史编年》，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历
史爱好者提供参考用书，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我国传统的史书，有各种不同的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等。
所有这些体裁，优缺点俱备，各有千秋，它们都以自已的特点立足于历史典籍的宝库。
例如纪传体的《史记》、《汉书》，编年体的《左传》、《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
末》等，都是我国史籍中的辉煌篇章。

《清史编年》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但它与旧的编年史书有所区别，主要在于它力求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整理、分析、扬弃和归纳繁杂的清代史料；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准确地揭示
清王朝兴起、发展、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

清史专家盛赞此书的编著者在现代学术视野的观照下，继承并发扬考据学的传统，运用旁征博引、博
涉专精、综贯会通的治史方法，对以往的清史研究作了一次认真的总结，比较清晰地描绘了清代历史
发展的进程。
它的出版，为清史研究者们提供了一套不可多得的资料参考书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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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松，原名史世明，1930年生，湖北武汉人。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于武昌高中地下入团而参加革命。
同年7月参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军政干校。
随军至湖南，参加十二兵团武装工作队，一年后在湖南军区政治部工作。
1952年调干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学习。
1956年以优等成绩毕业，留系工作，任助教、讲师。
1977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副教授、教授。
1993年离休。
曾担任《清史编年》的组织、编写工作，任副主编，并参与该书顺治卷、康熙卷的编写，又主编该书
《雍正卷》。
有论文《雍正研究论纲》《康熙朝皇位继承斗争和雍正继位》《年羹尧之死》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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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顺治朝
第二卷 康熙朝（上）
第三卷 康熙朝（下）
第四卷 雍正朝
第五卷 乾隆朝（上）
第六卷 乾隆朝（下）
第七卷 嘉庆朝
第八卷 道光朝
第九卷 咸丰朝
第十卷 同治朝
第十一卷 清绪朝（上）
第十二卷 光绪朝（下）·宣统朝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史编年>>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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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媒体采访《清史编年》：二十年磨一剑 --访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 梁枢  　　一部《清史编年》，
让我们得以窥见清史研究工作的浩繁与艰辛。
 　　对于纂修《清史》这一巨大的时代性工程而言，《清史编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带有前期性、准备性的工作，要完成它，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清史编年》这个项目从启动的那一天起，便让近二十位清史学者走到了一起。
他们同心协力，一年又一年地承担了它的沉重，也一卷又一卷地分享着它的光荣。
等到最后的第十二卷终于付梓出版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磨一剑。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十二卷本精装修订版《清史编年》，为此记者采访了参与这套书编
写指导工作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先生。
 　　记者：《清史编年》与《清史》是一种什么关系？
 　　李：《清史编年》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事记。
它对于编写《清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准备。
 　　编写《清史编年》的任务，最早是由我们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同志提出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稍后的邓小平同志等，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
历史的任务。
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
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清史》。
清朝历史年代遐长，前后近三百年，各种类的典籍、档案、文献、资料等浩如烟海，仅档案一项就
有2000万件。
要修《清史》，从何入手呢？
郭影秋同志提出，编写《清史》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在搜集资料、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先编一
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
根据影秋同志的意见，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史松同志牵头的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
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套由戴逸同志拟定书名的《清史编年》。
这是清史研究所集体研究的成果。
先后有近二十位同志参加编写工作。
1980年开始启动，1985年第一卷出版，2000年12卷全部出齐。
在做了较大的修改之后，2000年重印了一次，现在推出的是经过再次修订的精装本，共600多万字。
 　　记者：除了《清史编年》之外，我了解到清史研究所还编写了《清通鉴》、《清代人物传稿》等
书，这些书也是为纂修《清史》所做的学术准备吗？
 　　李：是的。
学术准备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清代历史的专题性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成果积累，这些研
究成果对于编写《清史》是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其次是通史性著作；第三个是像《清史编年
》这样的资料工具书的编写。
它能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同时也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广大历史爱好
者查阅资料提供方便，具有工具书的价值。
 　　学术准备其实也是人才的准备。
我们要精心打造一支能够胜任纂修《清史》这一鸿篇巨制任务的研究队伍，而学术准备的过程，正好
为培养和锻炼人才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和机会。
 　　记者：如您所言，编写《清史编年》要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原始资料，在对它们进行梳理、编选
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取舍，还要有主次之分，详略之别。
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处理编写者的立场、观点与历史客观性原则的关系的？
 　　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可能没有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所谓"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是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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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或者说，它只存在于某些人的主观想象之中。
但历史观点不一定非要通过长篇大论的阐述表现出来，更主要的，却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和诠释
，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来体现作者的观点和倾向性。
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不仅反映在他写些什么，怎样去写，同时还反映在他不写什么，遗弃什么。
 　　清史的涉及面很广，头绪纷繁，内容庞杂。
在编写《清史编年》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但要深入研究它们，解决它们，则需要放到别的地方，若放在大事记里就不合适。
 　　《清史编年》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则与旧的编年史有很大不同。
主要就在于，它力求用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历史资料和历史现象进行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的分析鉴别，然后以史实为依据，对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证和说明，科学的揭示清王
朝兴起、发展、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
 　　在史料问题上，《清史编年》主要依据的是官书。
清代官书汗牛充栋，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忌讳直言，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官书史料完备，大事一般不漏，比私家著述更为系统。
《清史编年》取材以官书为主，兼采文集、笔记、稗史、碑传、谱牒、档案等，以便互相印证、补充
，借以辨别历史真相。
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
相关报道《清史编年》出齐了祝晓风●从《左传》到《资治通鉴》直至《清史编年》，中国传统编年
体史书精神不绝●资料宏富、排比谨严，"一套专书、多项功能"1993年以前，《清史编年》在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五卷，当时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海内外学者对《清史编年》何时能够出齐一直十分关注。
可以说，《清史编年》是否能出齐、什么时候出齐，已经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
据最新消息，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12卷本的《清史编年
》终于出齐了。
为清史研究再铺一块基石清史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
近年来，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
关注，清史成为最有活力的一个历史研究领域。
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
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
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
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
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紧
密的联系。
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
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
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
清史研究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大型清史著作《清史编年》的编撰历经了二十年光阴，终于在世纪之交得以全部出版。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00年推出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是书凡十二卷，共六百余万字。
它上起顺治元年，下迄宣统三年，采用编年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
位共268年间的所有重大史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和民族等诸多方面的问
题，对有清一代的中国历史作了一番全景展示。
此书旁征博引，不仅汇集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而且也对以往的清史研究成果作了认真的吸收和总结。
编写《清史编年》，最早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提出的。
据李文海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都曾经提出并
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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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
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清史》。
郭影秋同志提出，编写《清史》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在搜集资料、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先编写
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
根据这个意见，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史松牵头的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
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套由戴逸拟定书名的《清史编年》。
《清史编年》的完成，可以说为大型《清史》工作又铺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学术积累是出版者的责任李文海教授说到《清史编年》的出版十分感慨。
他说，二十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二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是整个学术生命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在当今学术界、出版界浮躁成风的
情况下，学者们和出版社以这种精神来完成这样一个学术工作，是令人敬佩的。
其实，注重图书的学术积累、文化积累价值，及时地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追求的目标。
由苗力田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1999年荣获国家图书奖。
《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
谈到《清史编年》的出版，社长王霁认为，这样一个出版过程，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也带动了学
术成果的问世。
许多学者是在编写《清史编年》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研究大大加深、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的。
所以，这样一个出版过程，也是一个培育学者的过程，一批中青年学者随着学术成果的问世而成长为
各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另一方面，王社长还特别希望专家们能多做一些学术的宣传、普及工作，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些学
术成果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程虎啸教授用"一套专书、多项功能"来概括《清史编年》的学术价值
和出版意义。
他认为，《清史编年》在构成了大型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对专门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重
要工具书。
对一般研究者，该书则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研究资源和资料库。
而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这套书，又可以大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他很赞同戴逸的观点，认为历史书不应只是专家之间交流的东西，而应该面向大众，对社会的进步有
所推动。
超越传统编年体的学术努力清史研究是我国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如何正确理解清代发展
的历史趋势一直是学界多方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
清代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史料最为丰富，也最为庞杂，怎样整理并有效地
利用这些史料，是摆在清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清史编年》较为充分地借鉴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学术传统，并加以现代的学术视野，故而在一定意义
上达到了对传统的创造性运用。
《清史编年》运用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编年体裁，从纷繁芜杂的史料中理出历史发展脉络，从而比较清
晰地描绘了清代的历史进程。
同时，《清史编年》在诸多方面都为编年体注入了新鲜的内容，这就使它成为极富现代气息的历史著
作。
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清史编年》因为有正确的历史观而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编
年史书，具有了一种科学性。
同时，该书记述"事必有本、本必可信"，内容详细丰富，对重要事件都有清楚的交代，对苏报案、京
师大学堂的开学时间等都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历史判断。
李文海则用"基础性，系统性，可靠性"这三个"性"来概括《清史编年》的价值。
马大正（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对这部书的评价是，"功德无量"，是清史研究者必备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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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诚如（故宫博物院院长）认为此书在至少400种以上的图书资料中选取史料，资料搜集完备，取舍标
准严格，保证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
戴逸教授对该书的最后完成出版十分高兴，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全书虽成于众人之手、却像一人之作一样完整、统一，戴教授特别对这一点大加赞赏。
他拿到书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翻阅。
书中对黄海之战的描述，虽然只有四、五千字，但戴教授认为这反映了编写者对该问题素有研究，而
且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描述简洁、准确，十分精彩，是这部编年体史书的一个亮点。
所以，可以看出，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清史编年》对繁杂的清代史料进行了有力的整理、
分析、扬弃和归纳工作，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不仅为编大型《清史》打下了一
个坚实的基础，而且它本身也构成了大型《清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与清史研究所去年推出的另一套大型编年体史书《清通鉴》相比，《清史编年》具有更强的资料性、
工具性和基础性。
学者们认为，《清史编年》的出版对我国的清史研究会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史编年》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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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历时二十年编撰的大型清史著作《清史编年》，共分十二卷，六百余万字。
它采用编年体裁的形式，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位共二百六十八年间的重大史事，对有清一代的
中国历史作了一番全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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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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