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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考古 649

第七章 历史 考古

第一节历史学。

(概述] ．

中国历史学经过数千年的创造、积累，形成了三大历史编纂体

裁与独特的史学评论的传统。这些源远流长的丰富的历史典籍已

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瑰宝。
：

南京史学研究历史悠久，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就南京史学研究之全过程考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六朝：南京史学在上古受《春秋》、《史记》影响较大，而彰显于

世乃自六朝始。

三国吴黄龙元年(229)，孙权从武昌徙都建业(今南京)就设有

史官。吴末帝孙皓时有左、右国史，薛莹为左史，华疑为右史。东晋、

南朝亦设有史官及史职，东晋时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刘宋时

的苏宝生；梁时的沈约、裴子野，都是当时的史官。齐、梁以后，有修

史学士，或称撰史学士，陈时有刘陟、谢吴、顾野王等。

六朝统治者重视文史之士，“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梁书·江

淹任肪传·论》)，因此史家辈出，史著繁多。这时儒家思想受到玄

学、佛学的冲击，士人的思想较为活跃，也促进了史学发展；造纸术

不断进步，用纸得以普及，为撰修史籍提供必要条件。．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初置史官，以干宝任佐著作郎掌修国史，撰

《晋纪》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成称良史”。(《晋书·干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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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王隐、郭璞为著作郎撰晋史，王隐成《晋书》九十三卷。虞预著

《晋书》四十四卷。谢沈撰《晋书》三十余卷。徐广撰《晋纪》四十六

卷。孙盛著《晋阳秋》三十二卷。 ．

南朝齐臧荣绪撰《晋书》一百一十卷，后为唐初官修《晋书》主

要依据。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设立儒、玄、史、文四学于建康鸡笼山，

培养生徒，以何承天主持史学，次年，何承天、山谦之撰修国史。

东晋袁宏撰编年体《后汉纪》三十卷，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

绿林起义，终于汉献帝延康元年曹魏代汉。态度严谨，文笔优美，取

得了较高的史学成就。 ．

这时期传世的史学名著中，有《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刘宋范哗

撰。此前，晋宋之间，前人撰写过不少后汉史，然书多亡佚。据清人

姚之驷辑薛莹书一卷、司马彪书一卷、谢沈书一卷、袁山松书一卷、

合东观汉记、谢承书、华峤书、刘义庆书，是为八家后汉书。南朝宋

时，范晔乃删取各家后汉书成一家之作。《后汉书》，范晔生前只写

好十纪、八十列传，序例未写完，十志亦缺。梁代，刘昭注此书时，以

司马彪书八志补之。范哗所撰《狱中与诸甥侄书》可视为代序，称此

书论、赞、序为重点，循吏(传)以下及六夷(传)诸序论，“笔势纵放，

， 实天下之奇作!”(《宋书·范晔传》)
‘

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是前无古人之作。时松之任中书侍

郎，因《三国志》“失在于略”，故“奉旨寻详，务在周悉”(裴松之《上

三国志注表》)。所以，裴注可视为补史之作。他引书多达150多种，

大大补充陈寿之书纪、传的简略。这些引书90％今已亡佚，均赖裴

注以存。．
●

沈约于南朝齐永明五年至六年(487—488)撰成《宋书》，参考

’刘宋史官何承天、徐爰及苏宝生所撰宋纪、传、志等，“何书自黄初

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因此《宋书》八志史料价值甚高。

裴松之曾孙裴子野为梁通直郎删撰《宋书》为《宋略I--十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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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称此书叙事评论多善。。

南朝齐萧子显，曾任国子祭酒、吏部尚书，撰《后汉书》一百卷、

《南齐书》六十卷，《南齐书》今尚存五十九卷，为二十四史之一。

吴均受梁武帝命撰《通史》六百卷，上起三皇，下至刘宋，纪传

体，为六朝时期之唯一通史著作，且冠以通史之名，这对后世撰写

通史颇有影响。 ，。

这时期出现有关史学评论的著述。晋时史学界围绕纪传、编年

两种史体的优劣进行讨论。如干宝《史议》、袁宏《后汉纪序》都认为

编年体文简事赅，时间分明。而范晔认为编年体文字太简，一年数

事，易失事形，纪传体可以网罗一代，事义完备，较优。
：

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亦是史学评著。《文心雕龙·史传

篇》论述了自远古至晋代史书的起源、流派、得失及编纂方法，以及

治史之道。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的史学评论专

文，其思想对唐刘知几《史通》具有一定影响。 ．

目录学之分类，东晋李充以苟蜀《中经新簿》为基础，又以史部

居于第二，至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架构始得以确定，且延续后

世。

传记史学的兴起，是六朝史学特点之一。这时期，传记、家谱、

族谱及地方先贤传记之作层出不穷。人物传记以地域人物为多，如

吴五官郎中谢承的《会稽先贤传》、南朝宋刘义庆的《徐州先贤传》、

裴子野的《众僧传》。萧绎《丹阳尹传》是南京最早的地区职官志。此

外，有袁宏撰《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中朝名士

传》等。姓氏之学，如刘宋何承天《姓苑》十卷，梁顾协《异姓苑》，何

书为后世学者所推重，通过对姓氏源流及其演变过程论证门阀士

族的历史，宋文帝时，刘湛撰《百家谱》二卷，梁武帝曾命著名谱学

家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并设置谱局。南齐至俭撰《百家集谱》十

卷，梁人徐勉《百官谱》二十卷，可为吏部选官之品评依据。

‘西晋挚虞撰《族姓昭穆》十卷，谱学始兴，贾、王，两氏则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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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学大家。河东贾氏，历东晋、宋、齐、梁四朝“世传”谱学。梁王僧

孺谱学之作最多，为当时谱学大师。南朝谱学有专记侨姓士族的

《百家谱》，记南方土著士族的《南族谱》，综合性的《十八州谱》等。

东晋两次大修谱书，一为东晋孝武帝命贾弼之撰成《姓氏簿状》，又

一次是梁武帝命王僧孺撰成《十八州谱》。

创修实录，也是六朝史学特点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隋志》

杂史类有《梁皇帝实录》三卷，记梁武帝事，周兴嗣撰。又有《梁皇帝

实录》五卷，记梁元帝事，梁中书侍郎谢吴撰。又《史通·杂说》篇，

有《梁太清实录》十卷，《隋志》作《太清录》八卷。高似孙《史略》有

《六朝实录》一书，可知实录当开创于齐、梁之际。

实录由记载皇帝大事，转而记载都城史迹，如唐许嵩撰《建康

实录》二十卷，此书记事始于汉献帝兴平元年(194)，至陈朝灭亡

(589)，叙事以六朝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体。此书对南京历史地理

及六朝史研究有参考价值。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亦记六朝时

南京遗文往事，颇资考证。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为官修南京史

志之始。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亦为研究南京所必须参考的书。

地方史志的刨修，更是六朝史学的巨大贡献。这时期地志学大

有发展，如吴顾启期撰《娄地记》为最早。王隐撰《晋书地道记》、《宋

元嘉六年地记》，南齐陆澄汇集一百六十家地志编成《地理书》一四

九卷，梁人任肪在此基础上新增八十四家，编成《地记》二五二卷。

此外，《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注。虞预《会稽典录》为专记春秋至

三国时会稽地区的历史人物。山谦之《丹阳记》、顾野王《舆地记》等

地志学著述亦不断出现。《西京杂记》二卷，一作六卷，宋晁公武称

晋葛洪撰，《四库提要》谓实为梁吴均撰。《京都记》梁陶季直撰。

唐宋明清：唐代，史学繁荣，但南京史学建树不多，惟唐官修

《梁书》、《陈书》、《晋书》，与南京史学关系密切。

《梁书》、《陈书》为姚思廉奉诏所撰，实则是父(姚察)修而子

(姚思廉)续，“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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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陈书·姚察

传》)。《梁书》中姚察手笔约占全书一半，《陈书》则姚思廉多些。

《梁书》、《陈书》实为利用私家旧作的基础，基本仍由原作者撰写，

只辅之以适当力量，而姚察父子曾仕梁、陈，故两书与南京史学密

不可分。 ．

《晋书》是唐太宗贞观二十年敕修并“御撰”。参加修撰有21

人，以南朝齐臧荣绪所撰《晋书》一百一十卷为主要依据，博采众家

之长而成。因此，《晋书》撰修与南京史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新《晋

书》出，当时流行的十八家晋史尽废。

《山海图经》十卷，宋舒雅等撰。舒雅为南唐韩熙载门人。《舆

地纪胜》二百卷，宋江宁知县王象之撰，系将诸郡图经加以节略，记

山川景物碑刻诗{永。 ．

宋孙甫，字之翰，撰《唐史要论》十卷，亦名《唐史论断》，今四库

本为三卷。此书为孙甫任江东转运使时写作，tl壮年至自首写成于

金陵。欧阳永叔、司马温公及苏子瞻称赞其书议论精核为旧史所不

及。

宋代，关于南唐的史著，徐铉撰《江南录》十卷，记南唐史事，已

佚。《南唐近事》二卷，四库本作一卷，郑文宝编，记李氏三主四十年

间杂事，起天福丁酉(937)，终开宝乙亥(975)。《江南别录》四卷，四

库本作一卷，陈彭年撰，记杨吴及南唐四主传。《江表志》三卷，郑文

宝撰，有补《江南录》之不足。《江南野史》二十卷，四库本缺十卷，龙

衮撰，共八十四传。《江南馆载》二卷p不著姓名。序言徐铉、王举、

路振、陈彭年、杨亿及龙衮的六家所记南唐史事有遗漏或差异者。

熙宁八年(1075)得郑君所述于楚州，衮取百九十五段记事，以类相

从。 ．

另外两部传世著名的南唐史书是：《南唐书》三十卷，宋阳羡马

令撰j序言其祖太傅马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故马令于北

宋崇宁年间撰定此书，为纪传体，亦言《江南录》之疏略。《新修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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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十五卷，四库本作十八卷，音释一卷。南宋宝谟阁待制山阴陆游

务观撰，采择诸书，颇有史法。

明初，都南京，使之再次成为文化中心。洪武二年(1369)二月，

明太祖诏修《元史》，由李善长监修，宋濂、王讳为总裁，徵召山林隐

逸学者如汪克宽、胡翰等16人为纂修，设史局于(南京)天界寺。于

是年八月书成。洪武三年(1370)二月，欧阳和采择元顺帝元统元年

(1333)以后史料回朝，史局续修，至七月书成，《元史》共二百一十

卷。

《明实录》为明代历朝官修编年体史书。其中《太祖实录》先后

修过三次，第一次为建文时方孝孺主持修撰，第二次于永乐时李景

隆等修撰，第三次系永乐时由姚广孝、夏原吉等重修。 ．

明成祖靖难后，即命翰林学士解缙编《永乐大典》，规模巨大，

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九十

五册。大典始修于永乐元年(1403)，当时都南京，第三年奏进，初名

文献大成，继以所辑多未备，又重修，参与其事者约二千余人，告成

于永乐五年(1407)，更名《永乐大典》，按“洪武正韵，以韵统字，以

字系事，所载诸书均散入各韵之中。”明以前佚文秘本多赖之以传。

通史及史评著作更多，如南京沈越撰《宋史详节》、《通鉴纪事

前编》，上元陶元素撰《史隽》，江宁司马泰撰《史流十品》，高淳邢士

乾撰《历代帝王世系图考》，六合孙近辰撰《通鉴大全解》等。在南京

历史沿革方面，有明江宁陈沂撰《金陵世纪》和清江宁陈作霖的《金

陵通纪》，两书可概南京之古今。考据辑补方面，有清江宁汪士铎的

《南北史补表》，江宁龚炳孙和陈汝翼合撰《晋略补表》，江宁顾槐三

撰《补五代史艺文志》、《补后汉书艺文志》等，都有裨益于后学。

明代私家修史风气很盛，称野史。如王世贞撰《算山堂别集》一

百卷、《舁州史料》一百卷，其他撰写明史的焦骇历任国子监司业等

官，万历二十二年(1594)，预修《明史》全书未成，其《经籍志》已成

书问世。所撰《献徵录》一书，实有明史别裁之意，可补正史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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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撰《国榷》一百零八卷，是编年体明史中篇幅最浩繁的一部史

书。
‘

。

为解“建文逊国”之谜，焦骇撰《逊国忠记》，黄佐撰《革除遗

事》，成颇具特色。又如福王南都之事，因南明史为清朝所略，故野

史很多，其中以六合徐燕撰《小腆纪年》、《小腆纪传)．--I概一般。明

末党争，陈子龙、吴应箕常居南京，反对阮大铖、马士英，撰《留都防

乱公揭》，吴应箕辑录《复社姓氏录》多达几千人。清曹寅亦撰《复社

姓氏记》。明太监刘若愚撰《酌中志》，多宫中秘闻。清方式济撰《龙

沙纪略》，可补《盛京通志》之讳。邢舫撰《井金行》，记清军入南京之

实情，李圭撰《思痛记》，记太平军在南京之事。

金陵野史记人物轶闻，风俗时尚者，如明周晖的《金陵琐事》、

焦骇《金陵旧事》、李贽《藏书》，此外还有何开远撰《东晋人物略》、

曹大用撰《留都士女表》、陈镐撰《金陵人物志稿》，陈毅撰《金陵闻

见录》等。 。

‘

著名的南京藏书家甘熙，著有《白下琐言》、《栖霞寺志》等。黄

虞稷，其父自晋江迁金陵，家居马路街，建千顷堂藏书。黄虞稷参与

修撰《明史》及《大清一统志》，并著有《千顷堂书目》。朱国桢《皇明

史概》、吴朴《龙飞纪略》均为对研究明史有参考价值的书。刘树声

《金陵闻见杂著》，刘缓锡《白下余谈》，路鸿休《帝里明代人物略》，

戴衍善《金陵先进人文略》，陈作霖《金陵通传》均为记载南京人物

之名作。
‘

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听于乾隆四十年后，回乡读书著述，曾

应聘主持江宁府钟山书院，著有《廿二史考异》及《潜研堂全集》。

明清的方志、年谱及家乘兴盛。如明初诏撰《洪武京城图志》。

陈沂《南畿志》(今江苏、安徽)创私人修志之风。之后有官修《江宁

府志》、《江南通志》。县志有江宁、上元、六合、江浦、高淳、溧水，经

过历朝修撰或续补，各县都有志书数种。还有摄山、清凉山、冶山、

湖塾、竹镇、莫愁湖、乌龙谭、珍珠泉等志书。专门的志书有：葛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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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金陵梵刹志》、《金陵玄观志》以及《建业风俗志》、《金陵物产

志》、《钟山书院志》。陈作霖《金陵琐志》、《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刘

师培编《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均为有乡

土特色的方志教材。

家乘年谱之作有：明王应宪撰《广万姓谱》，沈朝阳撰《沈氏世

传》等。清崔希轼撰《崔氏宗谱》，罗振亨撰家谱之外，还撰《罗氏家

礼》，陈作霖撰《金陵陈氏谱略》，甘元焕撰《金陵氏族谱》等。年谱有

清吴楫撰《庄定山年谱》，车持谦撰《顾亭林年谱》。自传年谱如徐燕

的《敝帚斋年谱》等。

太平天国于1851年建立“诏书衙”，负责修史。1852年，设置

左史、右史正副四人，“主记事记育。”所编史书有：《太平天日》，初

成于1848年冬，记1837年洪秀全死而复苏及广西发动群众起义。

《天父下凡诏书》，起1848至1856年等，并编写通俗史书，普及知

识，教化民众。

清末民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南京史学研究逐渐出现变化，

有些史学家由烦琐考据转向经世致用，探索国家之盛衰，论述当代

历史。如魏源痛愤时事，著《圣武记》，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

技以制夷”。缪荃孙赴日考察新学，回国后，主张中西学并重。柳诒

徵是接受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主要代表，他根据西方流行的章节

目体例撰写史著《历代史略》六卷，体系鲜明，变《纲鉴》旧形式，开

风气之先。 ．

20世纪初，南京学府由书院转变为新式学堂：三江师范学堂

1902年成立后，率先设历史舆地科，开历史课，缪荃孙为总教习，

历史教员有盛平章、黎承福、刘师培、柳诒微。此后，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先后设立历史系，课程设置渐成体系，中

西史学结合，历史学学科建设逐有建树，这是南京史学发展进入了

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

南京历史学学科建设：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30年开设专业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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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选修)共48门：中国史有18门(通史、上古史、中古史、近古

史、近世史、现代史、文化史、民族史、风俗史、法制史、经济史、外交

史、革命史、历史地理、蒙古史、西藏史等)，西洋史有14门(通史、

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现代史、东罗马帝国史、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史、欧洲君主专制时代史、法国革命史、文化史、欧洲民

族殖民史、英国实业革命史、西洋国别史)，东洋史有8门(日本史、

日本近世史、朝鲜史、印度史、南洋诸国史、北亚史、回教民族史、欧

亚交通史)，通论有8门(史学通论、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中国

史部目录学、西洋史部目录学、历史哲学、考古学等)。

20一40年代，先后在南京高校从事历史学方面教学研究的教

授近百人，其中有柳诒徵、蒋竹庄、陈衡哲、汤用彤、刘伯明、向达、

陆志韦、凌冰、顾实、徐则陵、王易、缪凤林、雷海宗、徐光、顾毂毅、

朱希祖、沈刚伯、张贵永、贺昌群、陈训慈、郑鹤声、金毓黻、郭廷以、

蒙文通、陈汉章、束世潋、章巽、白寿彝、韩儒林、蒋孟引、纳忠、罗香

林、刘继宣、陈恭禄、王绳祖、刘国钧、商承祚等，名师荟萃，盛极一

时。他们多数留学欧美，获博士、硕士学位，回国后，或研究西方历

史，或以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就中大而言，在历史学

系执教的，不少是国内史学领域某方面的一流专家：柳诒徵，中国

文化史；夏鼐，考古；徐中舒，先秦史、两汉史；贺昌群，魏晋南北朝

史、隋唐史；韩儒林，元史；金毓黻，宋史；向达，明清史；缪凤林，中

国通史；白寿彝，回教史；雷海宗，西洋文化史；沈刚伯、张贵永，世

界史；蒋孟引，西洋通史；章巽，美国史；杨宪益，东罗马史；徐光，西

洋史学选读，等等。 ，．

这期间，高校教师是南京史学研究主力之一，成果甚丰：他们

执教之初，往往以教学为主，撰编教材，授课之余，从事专史研究。

有的虽述而不作，但造诣深；有的则著述不少。举其要：柳诒徵撰

《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国史要义》；雷海宗著

《中国通史》(五卷)、《西洋通史》、《史学方法》；缪凤林著《近代西洋

私i：≮；{}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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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大纲》、《中国通史纲要》三册、《中国民族史》；陈恭禄著《日，

本全史》、《印度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史》

(---册)；王绳祖著《欧洲近代史》、《近代欧洲外交史》等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成立

后，很快成为南京史学研究的另一主力。他们的史学研究颇有特

色，注意总结我国古代史家的治史传统，推崇清代乾嘉学风与成

就，认为乾嘉考据学与西方形式逻辑的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的研

究方法相通，从而肯定其科学性与实用性，形成严谨、求实、创新和

中西史学结合的特色。
’

史语所、社科所成立后的20年间，先后聚集了高级研究人员

90人(含通讯研究员13人)。其中，以史学研究为主的有25人(不

含通讯研究员，含社科所2人)，他们不少是国内史学界的英秀，有

的还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他们史学研究成果累累，发表论文233

篇，出版专著30部，举其要：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

训辨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

檗《左氏春秋例辨》，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元和姓纂四校
记》，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居延汉简考释》(考证)，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纲》，梁方仲《一条鞭法》；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严耕望《两汉

太守刺史表》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确立其指导地位，南京史学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

从1949年5月起，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期间，南京史学

界经历了大调整、大变动：一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科所等撤走 ’

或撤销，史学研究人员锐减，但南京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基本保留

了历史学系师资骨干队伍；二是在“一边倒”思想指引下，学习苏联

虽取得一些成绩，但教条主义倾向严重；三是教师学习唯物史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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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高，但在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时，受到“左”的思潮

干扰，对南京史学研究有负面影响。

， 60年代初，南京逐步形成一支以南京大学为主要基地并在全

国具有相当影响的史学队伍。南大史学研究的主要特色是：韩儒林

主持的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陈恭禄主持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王

绳祖主持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蒋孟引主持的英国史研究，王杭主持

的维新运动史研究等，均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在国际史学界也有一

定影响。

“文革”期间，南京史学研究陷于停顿，省社科院历史所撤销，

人员下放乡村；高校“停课闹革命”，“斗、批、改”高潮迭起，史学领

域成为重灾区。在李秀成问题、海瑞罢官问题、儒法斗争问题、批林

批孔问题“讨论”中，不少知名学者挨批挨斗，史学政治化遂成为潮

流，唯物史观被严重扭曲。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恢复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批判了“左”的思潮，迎来了学术界的春天，为南京史学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

1979年起，南京史学界呈现一派繁荣的新局面。省社科院历

史所恢复，南京师范大学等5所高校先后设立历史系，南大历史系

老年学者焕发青春，培养、组织学术梯队，中青年学者继承、发展传

统优势，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学会、研究会纷纷建立，元史、英国史、

国际关系史、太平天国史等全国性学会先后设在南京，凸显了南京

史学研究主要特色；国内外学术交流热络，南大历史系召开多次国

际学术会议。 ：

1979m1994年，南京高校历史学学科建设颇有建树，不仅课

程门类齐全，而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南大历史系被国家教委第一

批确定为历史学教学、科研基地之一，设有4个博士点专业：世界

地区史·国别史(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江苏省重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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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国际关系史)；6个硕士点专业：除上列4

个博士点专业外，还有考古学、中国民族史。

南京高校、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史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视野，提升了层次，承担了国

家、江苏省“六五”、“七五”、“八五”研究课题37个，取得丰硕成果。
· 世界地区史·国别史：继续保持英国史在国内领先地位，其成

果有：蒋孟引主编《英国史》，汇集南大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王觉

非《欧洲史论》、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

模式溯源》等。美国史研究有李庆余《美国现代化道路》等。现代化

道路研究，是国际史学的热点，南大历史系从历史文明的起源和演

进入手，推展到现代化理论的探究，形成世界地区史·国别史研究

之新特色，专著有张树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钱乘旦《现代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等。西方史学史研究，有杨豫《西方史学史》。

． 中国古代史：元史和西域史有，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体现了

元史研究的前沿水平；魏良锼《喀喇汗国史稿》、《西辽史稿》。六朝

史研究的特色是融考古与学术研究为一体，南京成为全国六朝史

研究之重镇。明清史研究的特色是明清经济史，而以长江三角洲社

会经济史研究为其优势，并与近现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相衔接，著作

有洪焕椿、罗伦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史研究》等。

中国近现代史：这个领域研究很有进展。太平天国史研究有，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汇集了南京地区学者的多年研究心

得。中华民国史研究有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为大陆第一部

民国通史；此后，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中国国民党史》、陆

仰渊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中

华民国文化史》，显示南京在民国史研究之中心地位。中国近现代

社会史，秘密社会史研究颇具特色，专著有蔡少卿《中国现代会党

史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当代台湾研究，有茅家琦主编《台湾30

年(1949--1979)》、《80年代的台湾》、崔之清主编《海峡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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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日志(1949--1994)》、史全生主编《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从不向层面论述了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的历史变迁。

国际关系史：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汇集了南京学者的主

要研究心得。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朱瀛泉《中东危

机和柏林会议》，沈学善《战后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黄鸿钊《中英

关系史纲》等，分别从宏观和专题的视角探讨了国际关系历史和现

状。 ．

‘

江苏地方史有《江苏史论考》、《江苏史话》、《江苏史纲》等；南

京地方志有《南京简志》等。

十。

[机构和团体] ， ．

古代修史机构 三国吴继汉制，设太史令，又设左、右国史，如薛

莹、华疑等。但修国史另行颁诏，如吴大帝末季，命太史令丁孚、

郎中项峻撰《吴书》。
’

东晋承晋制，设著作郎掌史任，有大著作一人、佐著作八人，

属秘书省。同时，著作郎亦掌起居注。修国史时亦另行颁诏，如

在大兴元年(318)，以大著作王隐、郭璞撰《晋书》。

宋、齐、梁、陈皆沿东晋旧制，但略加变通。宋改佐著作郎为

著作佐郎。齐增设修史学士，梁改称撰史学士‘，陈则二官同设，称

撰史学士及撰史著士。如：何承天在元嘉十六年任著作佐郎，开

始修国史，孝武初山谦之、苏宝生踵成之，裴松之也参预过这项

工作。齐初，檀超、江淹掌史职，沈约在永明二年任著作郎，但早

在建元四年就开始撰国史，齐亡后，沈约在梁任史职。裴子野在

梁任著作郎掌国史，姚察则担任过佐著作。陈永定初，姚察任嘉

德殿学士，徐陵任著作。元嘉元年，顾野王任撰史学士，太建六年

又任大著作。

南唐设有史馆、史官。如韩熙载曾任史馆修撰。修国史仍依

旧制，如命陈浚、徐铉等撰《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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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设翰林院，内有史官如修撰、编修、检讨。同时学士待制亦

掌史册、文翰。又曾设起居注之官，但不久即废。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

宋濂、王秣为总裁，开局于天界寺，洪武三年书成局散。

江苏通志局 1910年建立，前身是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缪荃

孙为总纂，胡炳益、金铽、陈庆年为帮总纂。分纂有：李详、丁国

钧、陈作霖、王锡棋、朱孔彰、茅乃登、徐乃昌、赵宽、龚乃保、柳诒

徼等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通志局停办。1918年恢复，冯煦

为总纂，宋瞬平、沈维骥、金睾式任协纂，1913年齐燮元兵变，局

址迁到上海，不久即撤销。1929年又在镇江恢复设局，庄蕴宽任

总编纂，张相文、陈去病、金徵、柳诒徵为常务编纂，孟森、陈汉

章、柳亚子、宋文鑫任编纂，历时三年，又停办。
‘

国史馆 1946年12月18日成立。国史馆掌纂民国史，历代通

史，以及整理馆藏有关史料。张继、居正先后任馆长，但焘、刘成

禺等为副馆长。聘四十多位南京地区的知名文史专家为纂修。

主要有柳诒徵、汪辟疆、吴廷燮、刘成禺、汪旭初、金毓黼、顾颉

刚、冒鹤亭、夏敬观、王献唐、尹石公等。柳诒徵，汪辟疆分别领

导纪传、编年二体之编写工作。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2年8月成立，杨之水任

主任。
‘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6年成立，历任主任为盛

思明(兼)、汪文超。

^

金陵大学历史系 1910年，汇文书院、基督书院、益智书院合

并，建立金陵大学堂，设文科，包文兼任科长。1914年对文科所属

科目分列四组，每组以系名之，历史属社会学系，后来又撤销四组，

改科目为系，设有历史政治系。首任主任为萨特曼尔。1924年又分

别成立历史系和政治系。历史系历任系主任：贝德士(美籍)、陈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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