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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如何分析史料价值

皮 明 勇

史料价值
,

又称史料的学术价值
,

是史料学
、

文献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之一 简单说来
,

史料价

值就是历史材料 (一般地说
,

以文字材料为主
,

也

包括实物史料 ) 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 , 或者说是一

定的历史材料对于说明一定的历史现象所具有的价

值
。

体现史料价值高低的因素
,

主要有下列几个方

面
: (一 ) 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 , (二 ) 材料的具

体
、

丰富程度以及它反映的历史现象的重要程度 ,

(三 ) 材料的独到性及其稀见程度
。

在这几个方面因素中
,

材料的真实可信程度是

最重要的
。

因为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
,

对历史材料

的最大要求就是它要真实可信
。

对于文献 史 料 而

言
,

这就既要求文献本身真实无伪
,

又要求文献所

记载的史实内容真实可信
。

而在我们的实 际 工 作

中
,

文献内容的可靠与否
,

又是我们觉得最难把握

的一个难题
,

往往会因此影响我们的研究结论
。

正
因如此

,

材料的宾实可信程度
,

为史学界多数人承
`

认为判断史料价值高低的最主要的标准
。

至于材料的兵体
、

丰富程度以及它所反映的历

史现象的盆要程度
,

则有三层意思
。

一是指材料的
甲

、

典体程度
.

亦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某种或某类文献对

价 :

升取实的记载的详尽与否
.

在历史研究中
,

我

们在往不浦足子了解一般的历史轮廊
,

而希望对历
一

史发展的其休过程
,

历史事件的细节等等作更深人

更详尽的了解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自然觉得材料

的记载越具体越好
。

所以历史材料的具体
一

与否也就

成了构成它的史料价值高低的重要条件
。

第二层截

思是指材料的丰富程度
,

这主要 达就某一类材料相

对于其他类的材料而宫的
。

丰富程度
,

一般可以理

解为一个皿的概念
,

某一类文献对研究一定历史问

题所提供材料的多少
。

这是我们对历史文献进行分

类的或综合性的史料价值评判时所必须考虑到的
。

第三层 音思 是一定的史料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的重要

程度
。

这是从材料所反映的史实对象方面去评判史

料价值高低的一个方法
。

本来
,

史料的价值高低主

要是通过它与它所反映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来休

现的
,

对象本身的情况并不直接影响史料的价值高

下
。

但是
,

如果我们总起来看
,

历史现象是有主次

之分的
,

反映这些历史现象的历史材料
,

因此也就

有 了主与次
、

重要与非重要之分了
。

所以
,

从总体

或综合性的角度看
,

一定的历史材料所反映的历史

现象的重要程度也应成为判断其史料价值高低的标

准之一
。

关于材料的独到性和稀见程度
,

过去有人认为

材料愈稀见愈难得
,

其史料价值就愈高
,

这种观点

在解放后曾受到了批判
。

我们反对那种
“
历史即史

料
”

的观 点
,

但以为材料的独到性和稀见性仍是判

断其史料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

这里主要有两

层意思
,

一是指一种或一类史料与别的史料相比较

有无自已的特色
,

在研究一定的历史问题时有无 自

已独特的作用
。

这种特色和独特作用无疑是我们评

断其史料价值时所应该考虑的
。

另一层意思是从材

料的保存
、

板本等方面的情况而言的
。

那些稀见的

史料
,

如 秘 藏 孤本稿本之类
,

它们的史料价值往

往比较高
。

一方面固然在于它们比较难得
,

物以稀

为贵 , 而更重要的是
,

它们的稀见难得经常又 决和

其内容独到等结合在一起的
,

这也就是我们努力发

掘和利用它们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从材料的独到性

和稀见程度方面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显其史料

价值高低的
。

判断一定的历史材料的史料价值
,

具 休 的 方

法
,

除了首先弄清楚这些历史材料自身的由来
、

内

容
、

可靠性等情况外
,

还必须把它们纳人与之相关

联的历史材料体系中去进行比较和分析
。

有比较才

有鉴别
,

才能从中显示出决定这些历史干J料之史料

价值高低的儿个因素
,

才能发现它们的特色
,

把握
`

住它们在一定历史体系中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