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学方法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史学方法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6020918

10位ISBN编号：7306020919

出版时间：2002-12

出版时间：中山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家有

页数：264

字数：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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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方法论>>

内容概要

收入本书的文章和讲稿，有少部分公开发表过，多数则是第一次发表。
文章和讲稿，尤其是讲稿，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
本书名为《史学方法论》，但讲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治史技巧，以及治史应注意的方方面面问题。
没有讲多少大道理。
作者之所以如此，是觉得这样做比空谈所谓方法更实在些、有用些。
作者之所以要将这些所谓“史学方法论”的不成熟的文章、讲稿结集出版，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正在
学习历史的青年学生提供一些素材、一些思考的空间，希望这些士子们的习史、治史的道路上开好步
，走好路，祈盼他们能早日成才，为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奉献聪明和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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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家有，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
1963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本科。
1963-1976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史研究，曾参加谭其骧教授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编制。
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中山研究所所长，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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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历史研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历史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一)历史研究需要继承   (二)历史研
究只有创新和超越才有生命力  二、研究历史人物应注意的问题   (一)找到人物的立足点、切入点，给
予正确定位   (二)将个体与群体结合起来研究，正确区分个人  与团体的关系   (三)将历史人物同时代和
现实社会联系起来研究，  正确评价人物的作用   (四)不能忽视文化对人物的影响   (五)评价历史人物的
功过是非是社会实践  三、近代中国时代的主题与人物研究   (一)近代化——近代中国人物的思想主题  
(二)用近代化的视野研究近代中国人物与研究  方法的转变   (三)近代化应当成为评价近代中国人物的
客观标准  四、历史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一)历史学者必须具备的史德与史才   (二)治学和写作
对读书和思考的关系第二章  治史者必须重视方法问题  一、掌握学习历史的入门方法——答张伟同志  
二、研究历史与运用工具书——答廖望同志  三、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治学态度问题   (一)研究工
作应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取最大的效果   (二)治史的方法与态度是检验史学工作者成败的重要条件  四、
史学工作者必须学会鉴别和考证史料——当事人  的记载也会有错误  第三章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  一、
关于政治史与政治思潮的研究   (一)关于政治学的概念与内容问题   (二)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情
况和未来政治史研究的重任   (三)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思潮原则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如何为现宾服务不容忽视的方法  三、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  四
、对“全盘西化”文化观的评析   (一)“全盘西化”文化观，就反封建文化而言应该肯定   (二)“全盘
西化”作为概念是非科学的理念层面的研究课题  五、关于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   (一)必须遵循学
术规范   (二)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三)遵守学术规范要注意的问题  六、关于史学评论的问题   (一)评
什么书，由谁来评，如何评   (二)树立正确对待书评的态度  七、读范文澜先生《中华民族的发展》一
文所想起的问题   (一)中国是中华民族各族共同创缔造的祖国   (二)中华民族大中华思想的形成是中国
振兴的精神支柱   (三)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第四章  从研究孙中山得到的
方法启示  一、孙中山与历史科学的使命   (一)孙中山借历史为现实革命服务   (二)历史科学的使命：昭
示未来  二、孙中山整合民族意识的目的   (一)孙中山从政治上整合民族意识，为中华民族振兴创造条
件   (二)孙中山从经济上整合民族意识，造成中华民族各民族相互依存的联合体   (三)孙中山从文化上
整合民族意识，形成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三、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索   (一)近代中国
缺乏独立和民主，任何事情都办不好   (二)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理念和实践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
用  四、孙中山为什么能够成为辛亥革命的领袖   (一)时代的变化需要孙中山这样的人物   (二)孙中山能
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及时提出解救中国危机的主张   (三)孙中山的思想和言行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国民的利
益要求   (四)孙中山是革命领导集团的杰出代表和佼佼者  五、正确认识辛亥革命的成败与民初中国的
政局  六、孙中山与“人学”   (一)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重视“人学”研究的伟大先驱之一   (二)放弃或鄙
视人文精神的建设，必然导致人伦的毁灭   (三)国家的强弱“以人为本”——奠定教育在国家、民族和
社会发展的首要地位  七、孙中山的和平学说   (一)和平只要有希望就要积极争取   (二)只有消除帝皇思
想，国内战争才会停止   (三)只有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和平才有保证   (四)用东方王道精神与西方
霸道狂人抗衡  八、中华书局与20世纪的刊、中山研究   (一)中华书局重视出版孙中山资料书，为孙中
山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研究著作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三)中华书局具有
明确的特色定位，为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遗产做出       举世公认的成就．  九、对孙中山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第五章  从书序、书评中得到的方法启迪  一、《一代天骄——孙中山传记》序——民众
需要通俗有趣的伟人传记  二、《孙中山研究论文集》序——人物研究需要从多角度探视  三、《岭南
文化与孙中山》序——文化土壤对人物成长的影响  四、《孙中山与香山》序——历史土壤与伟人间
的相互作用  五、《开拓与探索》序——历史学者需要眼睛向下透视社会  六、《迷信与科学》序——
科学一定会战胜迷信  七、研究历史必须发掘新材料——评黄宇和著《孙逸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
的史实》  八、必须重视伟人遗墨真迹的学术价值——刘望龄编《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读后  九、于
微见著的深化与开拓——评刘曼容著《中国国革命探微》  十、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新成果——
读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十一、求是·创新·成一家言——评朱英著《晚清经济政策
与改革措施》  十二、香港和澳门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角色——评介孟庆顺著《港澳与海峡两岸关系
》参考书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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