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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筆記 

《治史經驗談》讀後 

進修部中文系  宋源琦 

書    名：治史經驗談 

著    者：嚴耕望 

叢 書 名：岫廬文庫 

主 編 者：王壽南、陳水逢 

出 版 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1 年 4 月初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5 月初版第 11 次印刷 

頁    碼：176 頁(四十開本) 

內容概述 

全書共分為九篇。第一篇談治學時原則性的基本方法；第二篇補充幾

條具體的規律；第三篇說明論題的選擇；第四篇為論著標準；第五篇列舉

四種論文體式(常行、綱目、複合及綱目變體)；第六篇分述引用材料與注

釋方式；第七篇為論文撰寫與改訂；第八篇述及努力途徑與工作要訣；第

九篇談生活、修養與治學之關係，貫徹整個治學過程。綜合九篇文字，作

者歸納概括全書主要內容為下列幾點： 

原則上：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頁 92、135)，以具體問題為先著(論

題選擇，頁 69)，從基本處下功夫(
精讀基本材料書並勤於徹

底 蒐 集 史 料 加 以 條 理 化，頁 76)；

固守一定原則(原則性的基本方法，頁 1)，不依傍，不斥拒，

能容眾說 (開闊胸襟，頁 170；不要忽略反面的證據，頁 40)包

括各種理論與各種意見，隨宜適應，只求實際合理，不拘成規。 

方法是：堅定意志、集中心力，以拙為巧，以慢為快，聚小為大，

以深鍥精細為基礎，而致意於組織系統化(努力途徑與工作要

訣，頁 132)。 

目標在：真實、充實、平實、密實、無空言，少皇論，但期人人可

以信賴，有一磚一瓦之用(問題的實用性，頁 72；論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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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90 等)。 

作者於<校後記>提到：「常想寫一篇文字，題為治學方法之我見。」

是時在民國 51 年除夕，從作者於平時生活記中所摘錄關於本書撰寫的構

想標目草稿看來 (頁 175)，書中諸多論點始於成書完稿的十七年前即已醞釀

於心，對其個人治史經驗早已頗有心得而「盤桓胸中」了。 

由此可知作者乃有計劃、步驟(呼應本書內容努力途徑與工作要訣二篇

所言)，並累積在中國歷史研究工作幾十年的經驗中隨時摘錄心得，直至

1974 年，應香港大學之邀作一場有關討論史學方法的講座，及二年間發表

<治史經驗談上篇>，載於《中國學人》刊物後，頗受一些青年讀者所重視，

迄 1980 年續改訂舊作及增補「論題選擇」以下七篇，新舊二篇合為壹冊。 

作者有別於普通文科研究方法論之書(言及
方法論對於我的治史不無影響⋯⋯當

我在中國歷史工作幾十年之後，總覺

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講方法。

但絕不應遵循一項固定的方法與技術，頁 1)，為避免過於執著拘守於固定的技術方法，

因而容易走入僵化和紙上談兵的泛論之上，遂依其數十年治史經驗，強調

應廣為閱讀基礎史料與有高度成就的學者著作，克服「罔」、「殆」的毛病，

以「理」路邏輯思考，用心惴摩體會各學者探討問題的線索，並結合個人

的智慧性情、優點與能力為運用，別出心裁，推陳出新，或能成就一家之

言。 

古云：「貨不必藏於己」，作者將自己寶貴的治學經驗，舉凡治學修養、

原理原則與變通及實際工作方面的建議，藉由本書分享給青年史學工作者。 

讀   後 

初就書單諸多文章中欲意選擇一篇閱讀時，不諱言曾有較「功利」的

想法。過程中發現，若為節省時間而擇文章短者為之，因無實際治學的經

驗之故，如又對該題旨意涵未感興趣的情況下，實難有較深刻的體會，更

無法期待有具體的成效存乎胸中，既然胸無點墨，如何能寫「讀書心得」？

為免有斷章取義及過於主觀臆測之弊，於是自不量力地選擇嚴耕望先生的

《治史經驗談》一書，縱然不能有所心得，仍期望自己研讀後在為學的態

度與方法上有概括性的認識，或可汲取融化於內，有助於累進日後學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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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之蒐集與處理的能力。 

正值閱讀本書至「原則性的基本方法」時，另一門課程要求搜集有關

孟子的生平、學說、教育、軍事等資料擇一主題作簡單的摘要。原想僅以

某點為題目，隨意蒐集相關資訊，只消拾人牙慧即可交差，而當翻查《史

記．孟荀列傳》時發現太史公對孟子生平記述極少，只得轉求尋索《春秋‧

左氏傳》，得到如下紀錄： 

「邾文公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

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魯文公 13 年） 

查閱書籍的過程中使我產生了對於「民貴君輕說」的聯想。相傳孟子

為邾文公後代世孫，如無錯誤，依《左傳》所載，似在孟子先祖時期，已

有此類觀念的雛型，而非孟子所原創的記載(但一般咸認，「以民為貴」的

思想由孟子得到具體的闡釋)，實相究竟為何，仍有待後續的考證。不過此

一發現，乃研讀基本史料時意外的收獲。以實際蒐集資料的經驗逐一體會

嚴先生所言：「要專精也要博通、要看書不要只抱著題目去翻資料」(頁 20)

等幾點原則，誠實不虛。 

於是我為了「儘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料」(頁 49)的規律，改變

了原先蒐集資料的態度和方向，為此，比以往更詳讀了《孟子》原典，並

輔以時人較可靠的論著為線索，彌補基礎學識的不足(
「較可靠論著」意指初學者選擇

有註明資 料 來 源的學人著作而

言，以利日後

需要查證之便 )，同時學習留意時間和空間的相互關係，粗略整理後，窺見孟子

生平的概括印象，僅就《孟子》書中就可以看出其生平事略。例如：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得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梁惠王下) 

由本段言及孟子用士禮葬父，便可知其父母之葬時的身分了。其他關於政

事稅賦、教育思想等等層面，亦皆不無所獲。此均以研讀基本材料得來，

連太史公於撰寫「孟荀列傳」時，亦嘗讀過《孟子》，至今千百年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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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每每翻閱列傳的扉頁，便可聞見太史公為這位時不我予的聖人發出長

嘆。可見精讀基本材料的原則，為古今學者所通用。 

現代各類資料俯拾即是，尤以網路為便。作者揭示的治史原則性方法

及具體規律，在這個時代益顯重要，是學人不可或缺的修養。所以謹慎為

學，相互參證，力求周延，發揮新意，本書雖名「治史經驗」，然學問不

應自囿而有差別，治史如斯，治學亦復如是。 

在閱讀與實際蒐集資料的過程中，雖切實感受到自己的才疏學淺，卻

也樂意學習，逐漸地累積學識。就個人查閱有關孟子資料的過程，亦發現

《史記．六國年表》所載孟子在梁惠王 35 年 (周顯王 33 年，西元前 336 年 )

至梁國，其至梁時間，究為何時為確，似仍有爭議之處⋯⋯後於學者論著

資料顯示，《竹書紀年》記載梁惠王 36 年後改元從 1 年始，至 16 年而卒。

孟子有可能在惠王後元 15 年 (周慎靚王元年，西元前 320 年 )至梁，時年 53

歲，故惠王一見孟子，便問「叟不遠千里而來⋯⋯。」《禮記》言「五十

始衰」、「五十養於鄉」，若由此觀之，時稱孟子為「叟」似很合理。 

是故，我想，若後人治史時，發現他所依據的材料「比較正確而且正

確的傳承下來」，在仍保持原文記載的原貌之下(謹記「不要輕易改字」之

規律 )，思考是否有可能嘗試將其重要的發見，取法今時《憲法》增修條文

的作法，附錄於原典書后，或另有其他適宜的方法，能方便未來初學者搜

尋史料之時，省去重覆查閱之苦？乃至未來再有可信的新發見時，再作修

訂。如此亦或可多少避免治學時因忽略所發生的謬誤。果能如此，是否有

益於整個學術界的交流與治學的效率呢！ 

治學在求廣博通達，且謹慎客觀，但期人人可以信賴。作者甚至於篇

章之中引用了其學術批評家好友楊聯陞先生之「充實而有光輝」一語作為

論著的標準，為求進一步確認與好友本意是否相合，遂去信請教，覆函曰：

「⋯⋯一語出自《孟子》⋯⋯依朱注似指德行修養，但引為論著標準，似

無不可。⋯⋯必欲吹毛求疵，則『永久價值』或可改作『長久價值』⋯⋯。」

(頁 97)直言無隱，卻不失誠懇切實，得見學者相互間求好與警戒的用心，

正與作者文章不掩其瑕，「聞過則喜」的修養，彼此輝映。使讀者於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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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稍稍體會治學過程，雖有苦處，而學人砥礪之間，亦有難以言喻的快樂

存焉其間。 

關於此，我亦在《讀書報告寫作指引》(林慶彰、劉春銀合著)之第七

章第四節看到類似作法，是書提到王壽來先生所建議的書評人十戒之一：

「書評寫就後，就教於你所尊敬的人」云云，將寫就的文章，請教於人，

以彌補自己主觀上的不足，正好與作者的治學習慣相應，可見得學問之道

有許多相通之處，謙虛而能涵納其大也。 

史學論文特重搜錄材料的完整性，「等到搜集得很完備時纔開始撰寫」

是作者所建議的(這樣可以一氣呵成)，最好兼而能有實用性，所以資料整

理後必須寫作為文，期望對社會家國有所貢獻。 

寫作不單是為了發表為人所知，貢獻社會。寫作為最精細的閱讀，此

為研究工作最重要、最嚴肅的最後階段。沒有經過嚴肅的考驗階段，就不

可能是有系統的真正成熟的知識 (頁 143)。 

寫作除了解決問題、力求周延外，不可不顧慮讀者的感受。換言之，

文章完成後透過閱讀，才算得上為一完整的創作，文字自此有了生命，所

以需在論題、體式的選擇及引用材料與注釋方法下功夫(頁 98~124），以期

讀者能更方便閱讀為好。 

另外值得一提，個人亦覺重要的是，作者於書末二篇，以親身經驗現

身說法，談到學術工作與生活、修養的關係，強調立志和計劃的重要。指

出這種志趣抱負：「不專為己，兼要為群，對於社會人群有一份責任感。」

立志者有遠大的目標(志氣)，自然不為社會環境所控制(隨波逐流 )，緊接著

採取實行的步驟(要有長遠可行的計劃)，依此志氣與計劃，才能長時間持

續，堅強地努力下去！作者一再提醒青年學人，日常生活與人生修養，對

於學術工作的影響極大。保持身心健康，投注心力，淡名利、避權位，以

堅定的信念作學問，以客觀的態度容受眾說，不僅有所堅持，也能適應靈

活，如此鍛鍊自己，成為一個健康純淨的學術人。綜上所述，亦即「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以此原則謹慎為學，最終焠鍊出來的成

果才能達到「充實而有光輝」(頁 92)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