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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杨生茂教授的学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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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杨生茂教授，字畅如，1917年9月26日出生于河北省涿鹿县，他青年时代，正处于剧烈变动、充满内忧外患的时期，

国家与民族的动荡，深刻地激励着杨先生的忧患之情，并不断地转化为在学业上的刻苦与勤勉的动力。早期旧式的封建教

育在无形中使其沉染了传统史家治史的严谨的态度；而后期留美的经历，则为他日后研究美国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归国

后，他一直执教于南开大学，并先后开设了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等多门课程，并先后担任了历史系主任、

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等职。   

  杨生茂教授对中国美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是一个学识渊博、著作颇丰的学者，

近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撰写的史学著作近十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等许多在美国史乃至

世界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著作。⑵而美国通史的撰写，可以说是杨先生在自己治学领域颇有建树的一项工程。  

  1990年他与陆镜生教授所共同撰写的《美国史新编》一书，被认为是杨先生多年研究美国史的结晶，也是中国美国史

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⑷杨先生行文编著的绝妙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够将丰富的史料与独到的论述相映成辉，还能够作到雅

俗共赏，外行看来不觉得枯燥乏味，内行读来也不觉得粗浅。  

  第二，他所创办的美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发起成立的美国史全国性学术团体，使中国美国史研究成为一种有组织的

学术活动。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至今仍在国内美国史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更值得称道的是，1979年，杨先生发起

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连任四届副理事长，目前该团体已经集合了国内近500余名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是国内

最大的国别史团体之一。  

                                

               二  

  美国史学史与美国外交史是杨先生的研究重点，早在中国世界史研究相对薄弱的七八十年代，他就及时撰写学术综述

与研究现状，以期对于国内学者在美国史领域提供帮助。  

  以杨先生最具影响的论文《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⑶为例，这篇文章发扬了杨先生行文通畅、文采

飞扬但又不失史学家严谨的风格。全文结构十分严谨，布局安排层层深入，而且史料极其详实。作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奠基

人之一的杨先生在写文章做学问上面一向精益求精，小心求证，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以缩短国内世界史研究和国外的差

距。这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史学界来说，无疑起到了一种典范作用。以此文为例，长达约160个注释全部出自外文书籍和

论文，在涉及学术争鸣的问题上还将国外不同的观点与代表著作一一罗列，本文发表于1982年，但其引用的资料最新截至

1979年在美国公开出版发行的边疆史方面的著作，不必说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国外学术交流相对较少的八十年代，即使

在今天，通览我国国内研究世界史的论著中，在注释与引用最新外文资料方面，也无几人可以与杨先生的文章相媲美。而

在另外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中，据杨先生的学生今在南京大学任教的任东来教授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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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杨先生准备和撰写了长达17年之久，论文虽然只有48个注释，但是参阅了国外的著作达29种之多，从一般的史学史

著作如史学名家海厄姆《美国历史重建》到普通研究者发表在专门杂志《新英格兰季刊》专题论文，文献时间跨度达百年

之久。”⑷在特纳学派领域，即使二十年过后的今日，该文在史学界仍然保持着权威地位，例如在西方史学史方面影响颇

为广泛的《西方史学史》2005年最新版一书中，在介绍的关于边疆学派一节中所唯一引用的资料仍然是杨先生的这本著

作。⑸  

                       三  

  杨先生不仅在学术水平上享有很高的荣誉，而且对于世界史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养方法等方面，也并有自己的真知灼

见。  

例如在关于美国史研究方法上，杨先生主张应该切实解决好博与约即通与专的问题，“博而不约，则缺乏主攻方向，涉猎

范围不免庞杂，反之，约而不博，则知识面窄，易作出片面性判断，而历史重在分析综合，融合贯通，就需要博与约的统

一。”⑹另外，他还十分关心研究生工作的培养问题，对外国史研究生提出许多具体的要求；在培养方法上，他强调发挥

导师的引导作用，并多采用讨论班的形式，旨在培养研究生独立分析与批判的能力，创立民主自由的氛围，以发挥学生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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