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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近代的学科发展史，是总结上个世纪一百多年的学术变化与成就的需要，同时，对
纪学科的建设，更是不可忽缺的工作。道理不难理解。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在大变动的社会中，文化经历了大动荡。学科发展经历的变化，或说是从古代学术向近代
型”，或说是学科上“重组”；还有的说，是对古代“经史子集”的学问来一次“推倒重新洗
牌”。这些提法，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的文化上的大变化带来的
异。在这样大环境下，作为带有理论性较强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出现，本身就是这种
产物，这一百多年的学科种种经历留下的思考，对发展新世纪的史学很有启迪。我们之所以
书，立意也在此。学科理论固然要说，但重点还在“述往事，思来者”，是为了创新今天的史
推动当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现在通常说史学比较，大多是指中西史学比较，这本不错，但不全面。我以为史学比
面，一是中西史学之比较，讨论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发展的变化；二是中国近代史
史学的比较，讨论近代史学与古代传统史学的不同与联系。而这二者又不能分割开来。在西方
影响下，中国传统史学产生的变化，但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在这种问题上，就有如何
西文化有不同的主张，因而在史学理论上反映出来便是各种史学观点与思想。本书在史学
上，用了一些笔墨，为的是使我们对一百年大变化的史学，有较为完整的印象。 

为了发展新世纪史学，通过一百多年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史的鸟瞰，有几个问题
来。 

——要深刻认识我们民族史学遗产在理论、思想上的重大价值，要看到民族史学不只是有悠久的
历史，而且具有理论上的巨大魅力。实事求是的总结传统史学的理论，以建构具有民族特
理论及史学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一百多年来，史学理论发展深受的西学的影响，这对于史学近代化是有意义的，但仅仅
运”，则永不能达到史学创新的目的。近代西方学术处在强势的地位，他们在理论的阐述上
体现出一种“话语”的强权，比如什么是历史？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史学学科是怎样的一
这些对于讨论当代的史学理论是有意义的，但永是以他们的提法与理论作为坐标轴；坐标轴变动
了，我们又跟着转，转来转去，却是找不到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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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中关注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关于历史发展大势的观点，关于历史盛衰论
想，以民为本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等。这些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又如在解
么是历史”问题上，在古代文化上，有新的视角，易学把变易、不易与简易三者联系起来
历史，就使人有新解。这些当然不是本书所要全面论说的内容，但近代史家一百年为发展民族史
的努力，就足以使人钦佩。其中不少人从民族史学理论中，从过去的经史子的学术中，挖
值的认识。他们成功与不足甚而出现谬误，都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开启思路。我们重视结果
视近代学人在建构近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上，努力参与世界范围诸子争鸣的精神。 

百年以来学科发展史的讨论，只是希望激发起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学与传统史学的愿望
的高度上建设我们的学科。 

——讨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透视一百年史学发展大势。这是一个大问题，
学总结，成为世纪之交的研究的热点，这本身就体现出史学家在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上的
点。西方学人同样很关心这方面的讨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视
观；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史学》从史学变动的主要方面，总结２０世纪的史学，简而有要
里不能详徵博引海内外的成果，但可以感受到世界史学的发生的震荡。 

就中国史学理论发展来说，我曾经用“两种新史学”，初步描述中国一百年来的史学
启超的《新史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提出的“现代史学”和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
张起的“新史学”的旗帜。在梁启超在上个世纪后期，也是他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开始忏
纪初年提出的“新史学”的理论，虽然有新的思考，但在理论体系上，却是拆掉了《新史
厦；正是在此前后，另一种新史学出现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这正反映出史学
的大势。唯物史观对史学理论建设、对历史研究产生的重大的用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在
传统史学、在讨论融合中西史学、在思考新世纪史学工作等，我们都要认识这种百年史学
势。 

——要重视两岸史学的总结。百年的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如果缺少台湾香港澳
的史学总结，是不完整的。过去由于交流不够，付之阙如，还有些许理由，那么在今天两
流相当频繁情况下，再不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那就要受批评了。 

本书有一些相关的内容，算是起步，今后我们要写新书，作出更加详细地评述。 

——思考史学理论及史学的发展相关的具体问题。一百多年来，就学术著作名称与形
史学概论、   史学要论、史学通论、史学概要、历史哲学、史学思想、史学史、历史研究法等各
名目，有的是在史学通论中把理论与史学史合为一，有的是专论方法的，但也有结合谈历
介绍史学理论的。这些是否要统一，我以为大可不必有太多的规定，可有一个问题要提出
是史学史、史学理论，要总结百年历史研究的实践；和专门史学科的研究不同，是要求从
理论与方法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论、陈寅恪的文化史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的见解等
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方面总结工作做得不错，但在这些“大家”以外，
有可值得总结的东西？更何况中国学人很多的治学是“寓论断于研究中”，因而要真正总结
年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来，就一定要做这样的总结，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史学
的史学史，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才会对当代各方面的历史研究产生影响来。如果史学史
论的课程对一代学人治学总结不够，从而对当代史学发展产生不出影响力来，那就不要怪人
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了。 

还要提出一点，是当代史学史的写法与古代史学史，要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看待。近代史家
史官主体角色有很大差异；古代史学作品形式，主要是体现为史书，近代史学在编纂史书
还有大量的发表在期刊与报纸上的研究论文、文章，以及各种论著和其他方面的作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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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与古代史馆也不同。因而近代史学史的写法，应当与古代史学史有所不同。历
当怎样处理，也是要讨论的。历史教育通过不同途径开展，高等学校的史学研究平台与传统
更不同。诸多方面，在史学史书中不能全面介绍，但总应当有所反映。 

百年学科的回顾，我们产生一个热望，要写一本有特色的近代史学史来，会通中西，

２１世纪是中国人民和平大发展的时期，如果说，五十六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随着“神六”遨游太空，中国人民正在飞起来了。民族文化、民族史学经历百年历史的检验
独有风采。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一代民族文化振兴在这一代人的肩上。 

  

  

                 吴怀祺于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 

  

吴怀祺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丛书》之一） 福建人民出版
社，2006年1月版，订价：18元。 

  

� 上一篇文章： 徐道彬：历史大背景下的学案史研究  

� 下一篇文章： 姜胜利：20世纪《明史》研究述评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篇篇篇热热热热点点点点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23] 

�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409] 

� 唐德刚先生逝世[204] 

� 陈其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92] 

� 随笔：何炳棣：才如大海[159]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31] 

      相 相 相 相 关关关关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 史学研究网

页码，3/3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史学史研究 >> ...

2009-11-24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