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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起步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史学建立之时，成熟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之
中，因此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史学建立、完善和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范式转换发轫于20世纪初，突显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
有力推动了这一转型，促生了现代史学。顾颉刚虽是在五四时期介入这一转型过程，但他
借助时代潮流，运用新的观念，为现代史学范式的确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与胡适等人
一道努力从根本上破除封建政治文化束缚下的旧学术观念，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清除了思想
障碍。他提倡怀疑精神，鼓励独立思考，反对盲信盲从古代圣贤，宣传科学的研究方法，
促进了现代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他身体力行地在古史研究领域实践现代史学观念
和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范式的确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首先，从整体上看，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表现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他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对古史传说经历的考察和研究，使中国的古史研究走出了以“记
述”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史学范式，为正在建立的以“解释”历史为特点的现代史学范式起到了
重要的奠基作用。尽管他一再强调是在为史料和史书的考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但对现代
史学的理解和认识使他的研究没有囿于史料、史书的考辨，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疑古辨伪”
上。他的研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考证和经学的辨伪传统，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
的传说”，探索和解释古史传说演变的原因。顾颉刚虽没有写出完整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
通史性著作，也没有系统论述其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著，但他从1920年代初提出“层累地
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到1930年代对中国古史进行总体思考，以及对中国古史的重新深
入研究，都体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研究范式的新思路。他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
人对于世界的想象》、《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以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
史》等一系列关于古史的论著，为人们拓展了从思想观念、传说演变的角度深入考察和研
究古史的新视角、新领域，开了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思想观念、学术发展演变史研究的先
河。  

   其次，“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顾颉刚运用进化史观考察记载中的中国古史得出的
结论，是现代史学的产物，也是其一生研究古史的核心观点。“层累观”所包含的历史认识
论的意义在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别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
史，使他敢于对古书记载的古史进行质疑。他认识到文献记载的古史受时代和人为的影响
和限制，很容易掺杂记载者本人的感情、习俗文化和道德评判标准等主观因素。所以，他
指出：“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不是“稳妥的办法”；“相信经书是信史，拿经书上的
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更不足取。这类认识在今天已成常识，在当时却难能可
贵。二是在此基础上把研究的重心从探讨客观的古史究竟如何转到研究文献记载中古史的
传说、演变的经历之上，即进一步去考察客观的古史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观念中是如何
演进变化的。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虽是求真，但“求真”条件不充分时，不能“强立
一尊”或“强求一真”，主张“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这种历史认识论上的洞见至今仍有价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值。  

   再次，顾颉刚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体现了现代史学重科学重证据的特点。他对旧古史系
统的大胆质疑适应了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需要，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但从他的研
究实践来看，这种轰动的社会效应并非他刻意所求。他质疑旧的古史系统是因为它缺乏充
分的史料证据。当一些人提出请他建立一套新的古史系统，他不敢应承，理由同样是由于
感到史料和证据缺乏。可见，他的古史研究是严谨的，不是迎合形势需要的应景之作。在
研究中他力求保持没有证据和史料宁可阙疑也不随意下结论的态度，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在研究方法上，顾颉刚还率先运用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宽古史研
究的思路。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史学利用多种学科辅助历史研究的特点。他把民俗学、地理
学、地质学，以及传说、故事、戏剧等研究引入古史研究，从而得到许多新的见解和认
识。他说，他注意对“古史传说经历”的研究就是受民俗学研究故事方法的启发。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顾颉刚是现代史学建设阵营中观念更新、
研究实践创新的一位学者。尽管他的古史研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其指导思想、整体思
路、研究态度和方法都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史学，在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现代史学“典
范”的意义，其开新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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