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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史专题》（现代部分）  

大纲（2018.9-）  

【说明】这一部分，主要是阅读与讨论。 
 
 

第一单元  

梁启超（1873-1929）：现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兴起  

 
【阅读】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第一节《史之界说》、第二节《中国史之范围》、第三节《中

国史之命名》（1901）（中华书局影印本：《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六”，1989）

1-3 页。 

 

【参考】： 

梁启超《新史学》第一部分《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影印本：《饮冰室合集》第

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九”）；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  

夏曾佑（1861-1924）：重编新型历史教科书  

 
【阅读】夏曾佑（1861-1924）《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33 年，商务印书馆

重版，改称《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本，2000）第一编《序例》。 

 

【参考】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载《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上）,北

京：中华书局，1989）；19-23 页 

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原载《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34；原署名“公

沙”），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第 23 册《中国学术思想史

论丛（九）》，279-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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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胡适（1891-1962）：来自西方的叙事典范  

 
【阅读】蔡元培《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序》，《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六

册；155-156 页。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一篇《导言》（《胡适文集》第六册，163-184

页。 

 

【参考】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序言（中华书局重印本）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279-283 页。 

 

 

第四单元 	

王国维（1877-1927）：新史料与新历史  

【阅读】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原载《学衡》第二卷 45 期（1925）。
见《静安文集·续集》65-69 页；见《王国维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印本，1983）第五册。 
 

【参考】 
    王国维《库书楼记》（1922），载《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

店影印商务印书馆 1940 年本，1983）三十四页。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第 19 卷 3 号，1922 年 2 月。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

247-248 页。 
胡适《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郑群中译文，见《中国历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四辑，50-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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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顾颉刚（1893-1980）：追求客观性的现代历史书写  

 
【阅读】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1923），载《古史辩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重印本；14-17 页。 

 

【参考】 

顾颉刚《古史辩自序》，《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重印本； 

英文本，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恒慕义（Arthur W. Hemmel）

译，Brill，1931： 

又，参看恒慕义（Arthur W. Hemmel）的介绍：What Chinese Historai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载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715-724 

 

第六单元  

傅斯年（1896-1950）：史学就是史料学  

【阅读】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1928），《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

出版社，2006；3-8 页。 

 

【参考】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四讲《史料略论》开头部分论述“史学就是史料学”，《傅

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308-309 页。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原为未刊稿）特别是 154-156 页，《傅斯年全集》第

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308-309 页。 

    傅斯年《东北史纲》卷首《引语》，《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374-375 页。 

 

第七单元  

陈寅恪（1890-1969）：预流的学问  

【阅读】陈寅恪《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寒柳堂集》（陈寅恪文集，北京：三联书店，

2002），第 169-174 页 
【参考】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陈寅恪文集），162-163 页。 



 4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第 266-267 页。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北京：

三联书店，2002），第 361-363 页。 
 

第八单元  

钱穆（1895-1990）：民族危机下的国史书写  

【阅读】钱穆《国史大纲》（上）卷首“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及《引论》第一、第

二小节（（1940），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7 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19-25

页。 

 

【参考】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古今论衡》第 29 期，2016）

4-1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