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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可能使许多读者都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熟悉”的是，不少读者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有关中国通史的著作，甚至下工夫研读过某种中国通史；
“陌生”的是，20世纪的百年中，史学家们撰写中国通史的历史过程、整体状况怎样？
其中有些什么重要的问题值得研究？
研究这些问题对增强我们的历史意识、民族精神有什么作用，对中国史学发展有什么意义？
等等。
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其突出的创新之处。
　　本书是赵梅春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现经作者进一步修订，予以出版。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作者向我索序，而我也有些想法可乘此机会简要地说说，所以也就欣然答
应了作者的要求。
　　研究和撰写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的传统之一。
已佚的《世本》，或许是中国通史的雏形。
司马迁的《史记》，奠定了中国通史的深厚基础。
而中国史学上明确署为“通史”者，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著作的南朝梁武帝时
史官所撰《通史》，断限“起三皇，讫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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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编纂是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反映了20世纪历史观的变化、史学发展的
转变，体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民族危难之中，史学家满怀忧患之思，期望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察往彰
来，指示中国社会发展前途；新中国史学家将为国内外人民提供科学的中国通史著作，作为自己对民
族的责任。
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历程说明，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辩证统一的。
　　中国史学史上，绵延不断的通史撰述，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这些都是当代中国通史编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需要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系统地总结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和方法，推动当代中国通史撰述水
平和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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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言第一章 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历程第一节 新型中国通史的创立一 20世纪以前通史编纂述略二 
传统类型向近代类型的转变三 中国通史研究与编纂的发展第二节 中国通史研究和撰述的深入一 唯物
史观的普及与中国通史教学体系的改造二 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与中国通史理论的建设三 中国历史认
识的深化第三节 中国通史研究与撰述的进一步发展一 中国通史编纂的新发展二 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
的总结性成果三 中国通史研究与编纂的趋势第四节 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第二章
历史观的变化与中国通史编纂第一节 进化史观与中国通史撰述的变革一 进化史观与国人对中国历史
的重新认识二 关于中国历史进程三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中国通史新体系的建
立一 唯物史观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二 范、吕、翦所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的新体系第三节 历
史理论的创新与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一 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重新认识二 具有民族特色
的中国通史编纂体系的探索第三章 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变化第一节 中国通史内容的不断充实一 史前
史的逐渐充实二 新史料的发现对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积极影响三 多层次地反映中国历史第二节 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的不断丰富一 对民族史的重视二 写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面貌三 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历史撰述的新发展第三节 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重心的变化一 以“文化史”为主要内容二 关
注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活动三 重视典章制度和人物活动的记述四 突出中华文明的成就第四章 中
国通史编纂的多样性表现形式第一节 多样性的体裁和体例一 中国通史编纂新体裁的出现二 具有民族
特色的中国通史体裁的探索三 其他的中国通史体裁四 中国通史编纂的体例第二节 文字表述的多种风
格一 文言文与语体文二 历史文学上的要求三 丰富多彩的文字表述形式第三节 中国通史编纂表现形式
的继承和创新一 多样性表现形式的意义二 表现形式的继承与创新第五章 一家之言与群体智慧第一节 
一家之言与个人写史一 自得之学与中国通史著作的撰述二 各具特色的中国通史著作第二节 集众修史
与群体智慧一 集众修史的必要性二 “积一代之智慧”后论：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一 建立
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必要性二 关于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一）中国通史编纂史述略（二）中国通
史编纂的基本理论（三）中国通史编纂的主要方法（四）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附表
：20世纪中国通史著作一览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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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其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并加以标点，作为大学丛书之一种出版。
这是以章节体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中国通史著作，记述了从草昧开辟以来至隋朝的历史。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新型中国通史，不仅因为其采用章节体这种新的史书
体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著作
。
在此之前，已经有学者以章节体编纂中国历史。
19世纪末，维新人士为了培养人才，倡议建立新式学堂以代替封建教育。
各地纷纷建立大、中、小学堂，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从此学校教育的地位确定，其中历史科被
规定为学堂的课程。
为了适应学校教学需要，一些学者编纂历史教科书。
①此时日本人以西方章节体编写的历史书籍已经传入中国，影响甚广。
1902年普通书室根据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编《东洋历史》，改编《普通新历史》一书，记述
自上古以来的中国历史。
同年柳诒徵以日本人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为蓝本，补辑其所缺的元明部分，成《历代史略》一书，
张舜徽认为此书为我国第一部章节体史书。
陈庆年根据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改编成《中国历史》一书，1904年出版。
这些历史教科书在形式上虽采用了章节体的新形式，但在内容上则多因袭日本人。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不但以章节体的形式出现，而且多自得之学，开始摆脱日本历史教科书的
窠臼。
周予同指出，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接受经今文学的启示，使传统史学转变为新史学的，有崔适、
梁启超、夏曾佑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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