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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来有治史的传统，史籍因而浩瀚；国人素重读史，以鉴古知今。
若论初学者的史海津筏，许凌云先生的《读史入门》可当之而不愧。
《读史入门》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大旨，追溯史学各类知识的发展流变，为初学历史的人
打开登堂入室之门。
作者许凌云不单对史部要籍推本溯源，更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史学的传统、特点和成就，以及校雠考辨
之方法，中间更渗透了作者精研史学多年的独特心得与评价，对于指导新手读史来说，于斯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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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凌云，男，1938年5月生，山东省定陶县人。
1964年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先秦史研究生毕业。
先后执教于广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从事中国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现
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孩子研究》编委、山东历史学会理事、山东孔子学会常务理事、曲阜师范大学教
授。
著有《读史入门》、《儒学与中国史学》、《古文观止》、《儒家图志》、《司马迁评传》等专著和
《试论通史家风》等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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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谈史籍
　第一章 史部渊源与史部目录
　 第一节 读史须知目录
　 第二节 目录源流
　 第三节 史部目录
　第二章 纪传体正史
　 第一节 正史概述
　 第二节 《史记》和《汉书》
　 第三节 断代诸史(上)
　 第四节 断代诸史(下)
　第三章 编年体史书
　 第一节 编年体源流
　 第二节 《资治通鉴》
　 第三节 《通鉴》续编
　第四章 纪事本末体史书
　 第一节 纪事本末体源流
　 第二节 纪事本末体著作简介
　第五章 政书
　 第一节 政书源流
　 第二节 “十通”
　 第三节 历代会要
　第六章 史评和学术史
　 第一节 史评概说
　 第二节 史评要籍
　 第三节 学术史
　第七章 地理和方志
　 第一节 沿革地理
　 第二节 历史地图
　 第三节 方志
　第八章 实录
　 第一节 实录源流
　 第二节 《明实录》和《清实录》
　第九章 别史与杂史
　 第一节 别史
　 第二节 杂史
　第十章 金石与甲骨
　 第一节 金石源流
　 第二节 甲骨文字
　第十一章 群经、诸子、文集
　 第一节 群经
　 第二节 诸子
　 第三节 文集
中编 谈史学
　第一章 史学概说
　 第一节 史学层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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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史学概论
　 第三节 史学理论
　第二章 关于中国史学史
　 第一节 论任务
　 第二节 论内容
　 第三节 论分期
　 第四节 论教学
　第三章 修史制度
　 第一节 史官
　 第二节 史馆
　 第三节 私修
　第四章 史学传统
　 第一节 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
　 第二节 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第三节 通史家风
　第五章 经学与史学
　 第一节 经史关系论略
　 第二节 两汉经学与古史研究
　 第三节 魏晋以来经学的变迁
　 第四节 清代朴学与古史研究
　第六章 史家选谈
　 第一节 司马迁的史学
　 第二节 刘知几的史学
　 第三节 司马光的史学
　 第四节 章学诚的史学
　 第五节 梁启超的史学
　 第六节 李大钊的史学
下编 谈校读
　第一章 读史常识
　 第一节 历法
　 第二节 职官
　 第三节 选举
　 第四节 学校
　 第五节 姓名
　 第六节 宗法
　第二章 校读知识
　 第一节 校勘
　 第二节 版本
　 第三节 注解
　 第四节 辨伪
　 第五节 避讳
　第三章 读史工具书
　 第一节 读史工具书的性质和类型
　 第二节 字典和词典
　 第三节 目录和索引
　 第四节 历表和年表
　 第五节 类书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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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二十四史修撰例目表
　二、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
　三、二十四史书志卷数、沿革表
　四、中国古代著名史家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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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节读史须知目录根据学者们读书治学的经验，我把读书与目录联系起来，且放到本书首
章，深感这个问题的重要。
本书名为《读史入门》，所以有必要说明史的含义和读史的范围。
在我国古代，“史’’字的初义，是指一种官职和任这种官的人，也就是指史官。
《说文解字》释史：“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
”根据学者的解释，当指用文字记事的人，即史官。
他们的任务是起草公文、记录时事、保管文件等，也担任一些宗教活动。
到了后来，“史”又有了新的含义，指的是文字和历史记载。
在汉代学者那里，“史”指文字成了一般常识，他们称呼古代的字书，一概名之日“史”。
比如《仓颉篇》是古代字书，班固在《汉书》中和扬雄在《法言》里都称其为“史篇”。
这大概是因为史字的功用在记事的缘故。
唯其如此，汉魏以来称历史记载为“史，，的，渐渐多了起来。
所以，考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史，记事者也，，的界说，未尝没有史官和历史记载的双重含义。
文字的作用是记事，记录下来的材料就是“史料”。
如此说来，史料的范围可广泛了。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则说：“史之范围，广漠无垠⋯⋯中国古代，史
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
”（《中国历史研究法》）事实上，在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管是文字记载的材料，还是地
下发掘的考古材料以及古代遗物，都是非常宝贵的史料。
后者属于考古学的范围，而前者则是陌中寸献堂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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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史入门》：“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史学。
”有志于史学者，难免在这汗牛充栋的史学典籍面前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感，唯恐泛滥无归
，终身无得。
若能得门而入，则事半功倍。
许凌云先生的《读史入门》可谓是应斯命而来。
书中溯史部之本源，谈治学之方法，阐述精详，见解独到，真正给读者敞开了历史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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