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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可读耶？
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
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
中国历史可不读耶？
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
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
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
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
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
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
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
人一家之谱录。
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
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
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
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
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
苟有法以整理之耶？
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
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
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
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
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
孔子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
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
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
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
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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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史学的改造影响巨大。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继梁氏《新史学》后又一杰作，系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结合当时
西方史学最新进展，运用新的学术眼光编纂而成。
作者以其宏阔的学术视野，对史料鉴别、史事考订、史迹论次、史书编纂诸层面都有详细阐述，建构
起独具一格的史学理论体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散落各处的经验之谈，对于史学初学者颇为亲切有味，堪称培植史学研究趣味
的极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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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
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汉族，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
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
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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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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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
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
其一，则外力之压迫。
自雅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
其二，则政纲之废弛。
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
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
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
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
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
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
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
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
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
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
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
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
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
，咄咄逼人。
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
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
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入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
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
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
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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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
其学术涉猎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
、史学家和文学家，其中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一生著作颇丰，有多种作品集行世。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关于史学研究的专著。
其中的许多治史经验，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根据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演稿整理而成，作为“中国文化史
稿”第一编由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初版。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是根据梁启超1922
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演讲稿整理而成，后被收入1941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十》中。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根据梁启超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整理而成，作
为“万有文库”分册之一由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初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研究法>>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对。
夫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
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
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
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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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国学基本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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