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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向关心近代史学史方面的问题，但是从未有写成专书的计划，而是以有什么就写什么的方式，希
望最后能累积成一本集子，题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在我原先的构想中，除了以前发表而未收入本书的几篇之外。
至少还有一些正在构思的文章（譬如刘咸忻的史学）。
但是因为平原兄最近积极催促我整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书加入“三联人文书系”，所以进一步的增
添必须俟诸他日了。
本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
”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在将近三十年中，史学的意义、题目、史料、方法、概念、词汇、评价、叙事架构等都起了重大的变
化，以至于要想回过头去用传统方式写史，几乎不可能。
譬如在近代以前，人们多用“史”而罕用“历史”，近代则用“历史”而少用“史”。
由“史”到“历史”，在隐微之间有某种深刻的改变，这一类改变在近代的史学实践中可谓不胜枚举
。
收在本书中的五篇文章，对前述变化有若干讨论，此处不一一介绍。
在这篇短序中，我倒是想记录我在思考近代史家与史学时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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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五篇学术论文，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后将近
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
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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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沉森，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范围是思想文化史、学术史、史学史，关注的时间是从明清到民国时期，主要著作有《章太
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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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从经学向史学
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钱穆与民国
学风作者简介著述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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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化经为史社会进化论看任何事物皆认为有一个长期的进化历史，梁启超说，“是故凡人类智识所
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
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
”这个观点对20世纪初年的史学影响最大。
把过去认为是一时一人制作之事物拉成一条逐步进化的轨道，把并时性的拉成是纵贯的、历时性的。
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原本习惯于三代名物制度都是圣人制作的学者，如何转变他们的思维模式。
刘师培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时，标榜自己与其他著作之不同点，就是要弄清“社会进化之阶段”，
“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
所以讨论任何礼俗、宗教、道德问题时，刘氏不再只当作某一特定时期圣人制作之物，而是配合着历
史环境之变化来观察它们的进化。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有社会进化论，史家似乎还不知道怎么着手，反倒是前述《社会通诠》等社会
学译本揭示了“图腾－宗法－军国”等等之类的历史“公例”，适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叙事架构（即
“进化之阶段”）。
既然这类“公例”是“万国各族”所共历的一“故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
会”，“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而期有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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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人文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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