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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國傳統史學的突出特點，就是形成了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兩條相互聯繫的發展軌道，二

者互動、互補也相互排抑，這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清廷將官方史學推拓到

繁盛的高峰，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的矛盾與互動也呈現出許多新的景象。本書以此為研討

的主題，曾立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並且通過驗收。

自順治朝至乾隆朝，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糾葛，在明史學方面尤為突出，這其中摻入了

政治和民族問題（華夷之辨）的敏感因素。順治、康熙兩朝，出現「莊氏史獄」、戴名世《南

山集》案等慘烈的文字獄，乾隆朝更密織文網，壓制私修史中的異端思想，並且曠日持久地追

繳明季野史。這是官、私史學在特殊背景下的矛盾激化。同時，纂修《明史》也不乏官方、私

家的良性互動，如康熙十八年始，纂修《明史》呈現過官方主導、朝野合作的局面。

乾隆朝官方大力纂修史書，而私家大多專注於歷史考據，形成了清代「盛世」史學的發展

結構，即清廷掌控大型史籍的編纂，地方政府主修地方志，私家個體以歷史考據為主，文化幕

府拾補官方纂修項目之遺缺，四種修史主體的分工、合作與競爭，各有其歷史研討的領域，官、

私史學在整體上達到十分繁盛的程度。清季官方史學逐步衰退，但保持了當代史記述的基本的

纂修格局，而對私家史學控制放鬆，也支持了部分私修史的完成，何秋濤《朔方備乘》、劉錦藻

《皇朝續文獻通考》的編纂，皆有賴於官方的支持得以成書和流傳。而私家史學是更具活力的

一方，不少史官借參與官修史而獲得資料，用於私撰史著，甚至有如蔣良騏者，私下抄錄清廷

秘籍和檔案，撰成《東華錄》。

在清代官、私史學互動進程中，互補互益仍是主要方面，這應是研究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

相互關係的基本估量。中國古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互動，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一項創造，

是區別於古代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特色文化。清朝官方史學特別發達，私家史學亦有長足的發

展，二者的互動、互補、互有排抑，也比前代更加典型。

本書附載《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繫年要錄》，按時間順序考述清代史學演化歷程，很具

學術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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