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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专题 

一张图学透 

三组题讲透 

目录 

历史的概念、基本要素和原则 

重要的治史观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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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题 第（5）题 第（7）题 

史料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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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题 

第（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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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 

1 

历史概念 

• 历史指过去发生的事情（客

观性、真实存在过的）。 

• 历史是过去发生事情的痕迹

（史料）。 

• 历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

程和规律的科学（存在主观

性，不可能完全接近真实的

历史）。 

史料：是研究和编篡历史所用的资料，

如各种典籍、图表、碑文等。 

史料解释：结合社会背景等方面对史

料的解读。 

历史叙述：对历史人物的经历和历史

事件的概况或发展过程的直接描述。 

历史观点：是指某人或某类人站在某

一角度、某一立场对历史的一些看法

等。 

历史评价：依据研究的结果对人和事

物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一张图学透 
历史概念、
基本要素及

原则 

历史的概念、基本要素及原则 
一 张 图 学 透 

基本原则 

史由证来； 

证史一致； 

史论结合； 

论从史出。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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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2 

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 

‚鉴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 

一张图学透 
重要的治史
观点及方法 

重要的治史观点及方法 

一 张 图 学 透 

章学诚 

主张学术研究当经

世致用；在刘知幾

史家‚三长‛的基

础上，又提出‚史

德‛。 

刘知幾 

提倡‚善恶必书‛，

秉笔直书；史家

‚三长‛说，即 

史才、史学、史识。 

司马迁 

刘知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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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2 

梁启超 

提倡‚史学革命‛，主张

建立新史学，重写中国史，

即为全体国民写历史，写

全体国民的历史。 

提倡‚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

‚地下之新材料‛相

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重要的治史观点及方法 

一 张 图 学 透 

陈寅恪 

注重在诗词、小说

中取材料，提倡‚诗

文证史‛的治史方

法。 

梁启超 陈寅恪 

一张图学透 
重要的治史
观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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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分类 史料的运用 

 按学术价值分类 

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和第

二手史料（转手史料）。 

 按史料与事件关系程度分类 

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 

 按史料的表现形式分类 

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口述史料

等。 

一张图学透
史料辨析  史料的真实性 

一般而言，一手史料的可信度

高于二手史料，实物史料的可

信度高于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 

 史料辨伪 

史料在使用前要先考证其真实

性，剔除其中的虚假成分；根

据历史文献、出土文物等相互

印证、验证考核。 

一 张 图 学 透 

3 

史料辨析 

利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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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研究三国时代的历史，某同学找来了电脑游戏《三国英杰传》、二

十四史中的《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电视剧《三国》的影碟，其中

属于第一手史料的是(     ) 

三 组 题 讲 透 

解析：注意本题设问是‚第一手史料‛。《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陈

寿所著，是评价较高的正史，属于第一手史料，故A项正确；《三国

演义》属于历史小说，是依据三国时期历史的再创作，属于第二手史

料，故B项错误；《三国》属于影视作品，属于第二手史料，故C项错

误；《三国英杰传》属于电脑游戏，属于第二手史料，故D项错误。 

A 

A.《三国志》               B.《三国演义》 

C.《三国》                 D.《三国英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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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太祖实录》有一段圣旨：“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

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贴。”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户贴原件所

录圣旨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

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贴，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

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 

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贴。”这说明（    ） 

解析：材料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户贴原件所录圣旨‛可

表明其为实物史料，属于第一手史料，故A项错误； 

A.《实录》与《户贴》，都是第二手史料 

B.官方原始记录与口述史料，需仔细甄别使用 

C.第一则材料是文献史料，更具有历史的实录感 

D.第二则材料是实物史料，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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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口述史料辗转相传，更需要仔细甄别，官方的原始记录可以作

为第一手史料使用，故B项错误； 

A.《实录》与《户贴》，都是第二手史料 

B.官方原始记录与口述史料，需仔细甄别使用 

C.第一则材料是文献史料，更具有历史的实录感 

D.第二则材料是实物史料，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第56课   
第（2）题 

P337 

（2）《明太祖实录》有一段圣旨：“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

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贴。”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户贴原件所

录圣旨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

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贴，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

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 

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贴。”这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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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明太祖实录》‛不属于第一手史料，属于第二手史料，具

有加工因素，仍需考究，故C项错误； 

A.《实录》与《户贴》，都是第二手史料 

B.官方原始记录与口述史料，需仔细甄别使用 

C.第一则材料是文献史料，更具有历史的实录感 

D.第二则材料是实物史料，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2）《明太祖实录》有一段圣旨：“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

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贴。”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户贴原件所

录圣旨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

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贴，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

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 

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贴。”这说明（    ） 



10  of 22 10  

（2）《明太祖实录》有一段圣旨：“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

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贴。”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户贴原件所

录圣旨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

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贴，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

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 

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贴。”这说明（    ） 

解析： 由‚明代户贴原件‛等信息可表明其是实物史料，且符合朱

元璋的学识，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故D项正确。 

A.《实录》与《户贴》，都是第二手史料 

B.官方原始记录与口述史料，需仔细甄别使用 

C.第一则材料是文献史料，更具有历史的实录感 

D.第二则材料是实物史料，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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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宋太祖驾崩前夜宋太宗（时为晋王）的活动，北宋时期有不同

记载。《续湘山野录》记载，宋太宗当晚曾与其兄宋太祖在宫中饮酒，并

宿于宫中；《涑水记闻》则称，那晚宋太宗并未进宫。这反映出（    ） 

解析：历史事实除了通过历史叙述，还可以通过实物呈现，故A项错

误；对于宋太祖驾崩前夜宋太宗的活动，两则文献有不同记载，说明

同一历史事实会有不同历史记载，故B项正确；北宋时期的文献虽

然对宋太祖驾崩前夜宋太宗的活动有不同记载，但这并不代表历史叙

述不能客观准确再现历史事实，故C项错误； 

A.历史事实都是通过历史叙述呈现 

B.同一历史事实会有不同历史记载 

C.历史叙述不能客观准确再现历史事实 

D.综合多种历史叙述即可确认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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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宋太祖驾崩前夜宋太宗（时为晋王）的活动，北宋时期有不同

记载。《续湘山野录》记载，宋太宗当晚曾与其兄宋太祖在宫中饮酒，并

宿于宫中；《涑水记闻》则称，那晚宋太宗并未进宫。这反映出（    ） 

解析：历史叙述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因此综合多种历史叙述不一定能

够确认历史事实，有时还需与实物相印证，故D项错误。 

B 

A.历史事实都是通过历史叙述呈现 

B.同一历史事实会有不同历史记载 

C.历史叙述不能客观准确再现历史事实 

D.综合多种历史叙述即可确认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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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皇帝李世民与薛举战于泾州 

B.刘文静是战役中唐军的主帅 

C.唐军与薛举在泾州作战失败 

D.李世民患病导致了战役失败 

    上表为不同史籍关于唐武德元年同一事件的历史叙述。据此能

够被认定的历史事实是（    ） 

记述 出处 

“秦王（李世民）与薛举大战于泾州，我师败绩。” 《旧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 《旧唐书·太宗本纪》 

“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刘文静（唐朝将领）及薛

举战于泾州，败绩。” 
《新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七月，

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新唐书·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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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皇帝李世民与薛举战于泾州 

解析：比对四则材料的不同表述，抽出相同的历史信息，这是解 

题关键。史书中对李世民有两种不同称呼，即‚秦王‛‚太宗‛，

因此不能认定李世民在成为皇帝后与薛举战于泾州，故A项错误； 

记述 出处 

“秦王（李世民）与薛举大战于泾州，我师败绩。” 《旧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 《旧唐书·太宗本纪》 

“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刘文静（唐朝将领）及薛

举战于泾州，败绩。” 
《新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七月，

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新唐书·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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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刘文静是战役中唐军的主帅 

解析：四则文献中，只有《新唐书·高祖本纪》中提到刘文静，因

此不能认定刘文静是战役中唐军的主帅，故B项错误； 

记述 出处 

“秦王（李世民）与薛举大战于泾州，我师败绩。” 《旧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 《旧唐书·太宗本纪》 

“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刘文静（唐朝将领）及薛

举战于泾州，败绩。” 
《新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七月，

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新唐书·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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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唐军与薛举在泾州作战失败 

解析：两部史书都记载了唐军与薛举在泾州作战及其结果。《旧 

唐书》提及‚我师败绩‛‚不利而旋‛，《新唐书》谈到‚败绩‛ 

‚诸将为举所败‛，二者在此问题上相互印证，故C项正确； 

记述 出处 

“秦王（李世民）与薛举大战于泾州，我师败绩。” 《旧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 《旧唐书·太宗本纪》 

“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刘文静（唐朝将领）及薛

举战于泾州，败绩。” 
《新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七月，

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新唐书·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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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李世民患病导致了战役失败 

解析：四则文献记载中，只有《新唐书·太宗本纪》中提到李世民

患病，因此不能确定是李世民患病导致了战役失败，故D项错误。 

记述 出处 

“秦王（李世民）与薛举大战于泾州，我师败绩。” 《旧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 《旧唐书·太宗本纪》 

“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刘文静（唐朝将领）及薛

举战于泾州，败绩。” 
《新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七月，

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新唐书·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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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皇帝李世民与薛举战于泾州 

B.刘文静是战役中唐军的主帅 

C.唐军与薛举在泾州作战失败 

D.李世民患病导致了战役失败 

    上表为不同史籍关于唐武德元年同一事件的历史叙述。据此能

够被认定的历史事实是（    ） 

记述 出处 

“秦王（李世民）与薛举大战于泾州，我师败绩。” 《旧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 《旧唐书·太宗本纪》 

“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刘文静（唐朝将领）及薛

举战于泾州，败绩。” 
《新唐书·高祖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七月，

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新唐书·太宗本纪》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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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

《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四库全书总目》中这段话体现的史学原

则是（    ） 

解析：秉笔直书指依据事实记录历史，不隐讳，秉持客观记录的原

则，而材料并没有强调主客观问题，故①排除；‚苟无事迹，虽圣

人不能做《春秋》‛意思是，如果没有事迹，就算是圣人，也写不

出《春秋》，说明写史要根据事实来写，即言必有据，故②正确； 

①秉笔直书                       ②言必有据 

③论从史出                       ④以小见大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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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

《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四库全书总目》中这段话体现的史学原

则是（    ） 

解析：‚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意 

思是，如果不知道具体的事迹，就算是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理

解其中为什么褒扬和贬斥，说明观点的得出是从史实出发的，即

‚论从史出‛，故③正确；以小见大在材料中未体现，故④排除，

因此B项符合题意。 

B 

①秉笔直书                       ②言必有据 

③论从史出                       ④以小见大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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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3年，唐代才女上官婉儿的墓被发现。2014年1月，其墓志全文在

最新一期的《考古与文物》期刊发表。以前史书记载上官婉儿与韦后一党

关系十分紧密，而墓志则显示上官婉儿并非与韦后一伙。这印证了（    ） 

解析：上官婉儿的墓被发掘，其墓志与历史文献记载不一致，反映

的是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互比照的关系。由题干‚以前史书记载

上官婉儿与韦后一党关系十分紧密，而墓志则显示上官婉儿并非与

韦后一伙‛可知材料突出的是文献记载需要考古发现与之相印证，

故C项符合题意； 

A.陈寅恪的“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 

B.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C.王国维的“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D.梁启超的“对旧史不可轻信，十之七八应取存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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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3年，唐代才女上官婉儿的墓被发现。2014年1月，其墓志全文在

最新一期的《考古与文物》期刊发表。以前史书记载上官婉儿与韦后一党

关系十分紧密，而墓志则显示上官婉儿并非与韦后一伙。这印证了（    ） 

解析：陈寅恪的‚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强调

利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解读史料，将历史看作动态演化的过程，

而非静止不动的事件，这是一种史学解释的方法，与题干主旨不符，

故排除A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强调历史解释要依据客观事实，

论从史出，与题干主旨不符，故排除B项； 

A.陈寅恪的“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 

B.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C.王国维的“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D.梁启超的“对旧史不可轻信，十之七八应取存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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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3年，唐代才女上官婉儿的墓被发现。2014年1月，其墓志全文在

最新一期的《考古与文物》期刊发表。以前史书记载上官婉儿与韦后一党

关系十分紧密，而墓志则显示上官婉儿并非与韦后一伙。这印证了（    ） 

解析：梁启超的‚对旧史不可轻信，十之七八应取存疑态度‛强调

二十四史尽是帝王将相史，被统治者进行了多种加工，因此在利用

二十四史时要保持审慎存疑的态度，与题意不符，故排除D项。 

C 

A.陈寅恪的“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 

B.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C.王国维的“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D.梁启超的“对旧史不可轻信，十之七八应取存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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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记》《汉书》均为私家撰著。魏晋以后，朝廷使用史官负责

修撰本朝或前朝历史，甚至由宰相主持，皇帝亲自参与，这反映出官修史

书（    ） 

解析：由私家撰史到官修史书，反映了修史的政治意味增强，故C项

正确；官修史书不一定就比私家撰著更为真实，排除A项；官修史书

受政治因素影响大，不能保证对历史的评价更具有公正性，排除B项；

历史解释受主观因素影响大，排除D项。 

C 

A.记载的真实性 

B.评价历史的公正性 

C.修撰的政治性 

D.解释历史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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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积累 史料的分类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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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积累 史料的分类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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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积累 史料的分类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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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积累 史料的分类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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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谣谶是带有一定目的性、被当作预言来传唱的歌谣。后周时，有人

制造“点检作天子”的谣谶，周世宗为绝后患，撤掉殿前都点检张永德，

以赵匡胤代之。后来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宋朝。这说明谣谶（    ） 

解析：谣谶属于主观臆测，本身带有一定目的性，并不能预示历史

发展的走向，更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故A、B两项错误；按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发展是遵循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谣谶与历史

上某些现象的吻合只是偶然现象，并不是必然，故C项错误，D项正

确。 

D 

A.可以预示历史的走向 

B.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 

C.与历史现象吻合属于必然 

D.与历史现象吻合属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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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武则天是学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热议的历史人物，墓前的无字碑引得

千年评说。唐人史著对其事迹记载比较客观，宋明以来，在理学思想影响下

史家评价逐渐发生变化。下列说法中最为合理的是（    ） 

解析：题干强调史家在理学思想影响下主观认识发生了变化，从而影

响了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故A项正确；历史人物评价当然难有定

论，但是并不能绝对地说‚永远难有定论‛，故B项错误； 

A.史家主观认识影响史事客观评价 

B.历史人物评价永远难有定论 

C.多数人的意见更能反映历史真相 

D.时代愈近历史的评价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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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武则天是学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热议的历史人物，墓前的无字碑引得

千年评说。唐人史著对其事迹记载比较客观，宋明以来，在理学思想影响下

史家评价逐渐发生变化。下列说法中最为合理的是（    ） 

解析：历史真相并不取决于多数人的意见或者少数人的意见，并不

能说‚多数人的意见更能反映历史真相‛，故C项错误；时代愈近

历史的评价并不一定愈客观，可能掺杂着很多当代人的偏见，故D

项错误。 

A 

A.史家主观认识影响史事客观评价 

B.历史人物评价永远难有定论 

C.多数人的意见更能反映历史真相 

D.时代愈近历史的评价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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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世纪70年代至今，《赫鲁晓夫回忆录》多次出版，并被翻译成多

种语言。因其内容的复杂性，不同年代版本的内容均有所不同。由此可知，

此回忆录作为一种史料（    ） 

解析：回忆录虽是亲闻、亲见、亲历的第一手史料，也会因时间久

远、记忆不清或个人利害得失，出现有意或无意的疏漏、讹误，不

一定能够准确记述作者的事迹，故A项错误；同样作为历史资料，回

忆录和相关研究著作各有优劣，不能直接断定可信度的高低，要将

回忆录与研究著作相互参照，故B项错误； 

A.能够准确记述作者的事迹 

B.比相关研究著作的可信度更高 

C.版本越新越接近历史真相 

D.反映出时代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33  of 22 33  

（10）20世纪70年代至今，《赫鲁晓夫回忆录》多次出版，并被翻译成多

种语言。因其内容的复杂性，不同年代版本的内容均有所不同。由此可知，

此回忆录作为一种史料（    ） 

 

解析：据材料‚因其内容的复杂性，不同年代版本的内容均有所不

同‛可知，时代影响不同版本的内容，但并非版本越新越接近历史

真相，故C项错误；据材料‚不同年代版本的内容均有所不同‛可知，

受政治环境影响，时代对历史叙述有一定的影响，故D项正确。 

D 

A.能够准确记述作者的事迹 

B.比相关研究著作的可信度更高 

C.版本越新越接近历史真相 

D.反映出时代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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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图是《说文解字》列出的“历”“史”二字的篆书。许慎解释道，

“历”者，过也，传也。“史”者，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据

此可知，“历史”的原意是指（    ） 

解析：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只符合材料‚‘历’者，过也，传也‛的

意思，属于片面性理解，故A项错误；‚‘历’者，过也，传也‛是

指过去的事实，而‚‘史’者，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意思是撰史者应该客观记载历史事实，结合两者‚历史‛的原意是

指过去事实的文字记载，故B项正确； 

A.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         B.过去事实的文字记载 

C.记录过往事物的书籍         D.代代相传的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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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图是《说文解字》列出的“历”“史”二字的篆书。许慎解释道，

“历”者，过也，传也。“史”者，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据

此可知，“历史”的原意是指（    ） 

解析： ‚历史‛的原意是对过去事实的文字记载，不是只限定在

书籍上，其载体可以是书籍，也可以是器物，故C项错误；代代相传

的文化形式不能反映‚历‛与‚史‛两者结合的本意，即对过去事

物的记载，故D项错误。 

 

A.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         B.过去事实的文字记载 

C.记录过往事物的书籍         D.代代相传的文化形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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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一文中说：“史学家治史重在恰如其分地解

读史料，适得其所地呈现史事，从各种层面角度显现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

以及相互联系，并且表明依据什么说是如此这般，所用论据是否经过前后

左右、上下内外的反复验证。”这说明治史（    ） 

解析：题干主要强调的是史学家治史的态度和方法，包括如何解读

史料、辨别事实真相、反复验证论据等，故D项正确； 

A.是历史学的重要基础 

B.可以知得失，辨真伪 

C.应相信史料，重推理 

D.贵在还原历史的真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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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一文中说：“史学家治史重在恰如其分地解

读史料，适得其所地呈现史事，从各种层面角度显现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

以及相互联系，并且表明依据什么说是如此这般，所用论据是否经过前后

左右、上下内外的反复验证。”这说明治史（    ） 

解析：A项是治史的地位，排除；B项是治史的作用，与题意不符，排

除；C项‚相信史料‛的说法错误，应当对史料进行谨慎的辨析，因

为有的史料含有较强的主观因素，甚至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排除。 

D 

A.是历史学的重要基础 

B.可以知得失，辨真伪 

C.应相信史料，重推理 

D.贵在还原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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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

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

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下列观点与此相近

的是（    ） 

解析：材料是说历史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注重寻找共性的定律，历史

叙述的是人类各种活动的变化情形，注重的是变化而非重复的事实，

所以历史不是寻找所谓的共同定律，而是寻求差异变化，故C项正确； 

A.史学即史料学 

B.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C.治史所以明变 

D.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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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

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

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下列观点与此相近

的是（    ） 

A.史学即史料学 

B.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C.治史所以明变 

D.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解析：史料学只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史学即史料学‛

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故A项错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

强调的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功用，而且与材料主旨不符，故B项错误； 



40  of 22 40  

（1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

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

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下列观点与此相近

的是（    ） 

A.史学即史料学 

B.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C.治史所以明变 

D.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解析：‚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强调从历史发展中汲取经验教训服

务当世，这与材料所述主旨不合，故D项错误。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