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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综述

张德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摇 要:2018 年,国内学界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学者们对于唯物史

观、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进一步从资料、视角方面进行深化,并继续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对于近代

史学史上的著名史学家及其著作、史学史的具体问题也都进行了考察;对口述史的发展及存在问题、中国公

众史学的建设,学者们也讨论较多;学者们还对全球史、概念史、大数据史学等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了研

究。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学界还对 40 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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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8 年,国内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

学理论的研究颇为活跃,学者们在唯物史观与马

克思主义史学、近代史学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口述历史与公众史学、史学理论等问题上发表了

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看

法,继续推动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 本文拟选取

2018 年该领域有关的代表性论著,进行简要回顾

总结。

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摇 摇 在唯物史观研究上,学者们从宏观以及史家

个体角度进行了研究。 杨耕于 2018 年在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及《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

观的现代阐释》两部著作,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对

唯物史观进行了重新阐述与解读。[1-2] 董宝梅的

《唯物史观新诠释》通过对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

哲学基础及其基本观点的分析,诠释了马克思唯

物史观。[3]

在学术文章方面,陈峰考察了唯物史观在近

代中国的流变,指出:“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作为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和主干传入中国,被解读

为经济史观。 时人心目中的唯物史观既是一种历

史观,又是一种人生观和社会观。 1920 年代辩证

唯物论开始风行,唯物史观退居派生地位。 1930
年代唯物史观被等同于社会形态理论,具体落实

为中国社会史研究。 在翦伯赞等人的努力下,唯
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之下的历史唯物论,构
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1938
年‘学术中国化爷运动中出现了‘历史唯物论的中

国化爷的呼声,中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最终将唯物史观导向

阶级斗争学说。冶 [4] 李厚羿分析了新文化史与唯

物史观的关系,认为:“新文化史观以文化作为核

心范畴,消解着传统社会史研究的结构性话语,开
发着之前较少涉及的领域(社会表象、心态、心
理、日常生活、风俗民情等),同样也对唯物史观

进行着理论的瓦解或重释。 因此,文化要重新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中获得一种合理性

和限制性的说明,并且要在马克思的实践性理论

话语中找到关于文化转向的恰当理解,从而使新

文化史研究在关于历史真相、规律和意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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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够摆脱窠臼、刷新观念、创新主张。冶 [5] 胡文

辉则关注了陈寅恪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指出:“陈
寅恪的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可梳理为两个层

面:在单纯的方法论层面,陈寅恪受到近代社会学

方法的潜在影响,重视社会群体本位和经济因素,
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趋同之处;但在学术与政治

交涉的层面,他强调学术独立,拒绝政治对学术的

干扰,跟意识形态化的唯物史观又是截然对

立的。冶 [6]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上,学者们研究视角

日渐宽泛。 卜宪群主编的《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

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学科创新体系》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

学理论论坛冶论文集,内容涉及唯物史观与 20 世

纪中国史学方法、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历史虚无主

义批判、历史发展的一元性与多元性、马克思主义

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的认识及当代意义等。[7] 在学术文章方面,康华

分析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指出:
“延安时期是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体系的重要时期。 在历史本体论方面,确立了唯

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并对历史规律、历
史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历史主体论方

面,创造性地把传统的君主主体论改造为马克思

主义的人民主体论;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将辩证法

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为主要研究方法,创造性地

提出‘古今中外法爷、‘四面受敌法爷等方法。 延安

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创新性、开放性、实践性

等鲜明特点,其治史理念和理论范式长期支配中

国史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

头。冶 [8]有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中西文化

观,认为:“以陈独秀、李大钊、杨明斋、瞿秋白为

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有深厚的旧学功

底,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在五四运

动期间的中西文化论争中,他们对儒家文化进行

了批判,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不适合现代政治。
他们对东西文化的比较,是对盲目的东方文化优

越论的针砭。 但他们也不像西化派那样不加别择

地拥抱西方文化,而是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通过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制度

和新文化。冶 [9] 左玉河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特点总结指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认为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

质。 它顺应时代发展并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

题,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它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继承了中国优

秀的史学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同时具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冶 [10] 贾鹏涛则关注了杨宽与

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出:“1949 年之前,杨宽认为

社会史派的最大弊病是教条主义,也不看好唯物

史观能在建设古史方面起作用。 之后,结合上海

博物馆工作,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短暂

学习适应后,积极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指导

和从事古史研究和讨论。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冶 [11] 陈峰考察了吕振羽对马

克思主义史学贡献,认为:“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 他强调历史学

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致力于辩证法

与唯物论的结合。 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

实验主义、机械论等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 在此

基础上,他立意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倡导加

强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以
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吕振羽与翦伯赞共同推

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完

善。冶 [12]叶建关注了近代进步书店与马克思主义

史学著述出版的关系,指出:“近代马克思主义史

学著述大多先是以讲义、专著的形式在学人中私

下流传,后通过人情关系及出版社自身的计划安

排,列入进步书店的图书出版名单。 进步书店图

书稿酬支付方式缓解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生活窘

境,有效支持他们独立开展深入的史学研究。 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的出版,既是进步书店

营利谋生的手段,也是实现先进文化传播的方

式。冶 [13]张越则考察了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历史学

发展,认为:“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

主,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编纂成为中国近代史

学开始阶段中国历史书写的最重要的学术实践,
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叙事模式。 商务版‘中国

文化史丛书爷的‘分之为各科之专史爷的编纂理念

及该丛书的 40 余种专门史,开拓了中国近代史学

中的专史研究领域。 商务印书馆在史学理论和世

界史方面的出版物,分别起到了充实中国近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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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科的学科理论建设和为草创阶段的中国的世

界史学科奠定基础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

展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历史类出版物

功不可没。冶 [14]此外,2018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

院举办的第四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主要围绕改革开放 40 年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

论的发展、唯物史观与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研

究、唯物史观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科学等议

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二、近代史学史研究

摇 摇 在晚清、民国时期史学史研究上,学者考察范

围比较广泛,内容新颖。 在 2018 年出版的学术专

著上,胡逢祥等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1840—1949》(全 3 册),以中国近现代先后涌现

的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史学、洋务时期史学、20
世纪初的新史学、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史学、新文

化运动以后的科学实证史学、新人文主义史学、唯
物史观史学、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和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成长壮大等思潮与流派起伏为主线,
对 1840—1949 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作了较为

系统的论述与探讨。[15] 华夏出版社在 2018 年推

出了著名史学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

论著结集———《陈其泰史学萃编》。 该结集共九

卷,约 300 万字,包括《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
学与民族精神》 《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 《再建丰

碑:班固与<汉书>》 《梁启超评传》 《范文澜学术

思想评传》《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 《历史编纂与

民族精神》及《学术史沉思录》。 如《中国近代史

学的历程》分总论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冶、上
编“19 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冶、下编“20 世纪的中

国近代史学冶以及“增订篇目冶四部分,通过分析

龚自珍、魏源、徐继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夏曾

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王国

维、胡适等人在史学研究上作出的贡献,探讨传统

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并阐发其理论意

义。[16]陈鹏鸣著《中国史学思想会通·近代史学

思想前卷》,则从新时期古代史学思想的延续和

发展、西学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作用两部分进行

阐述,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对历史本体、学习

西方的认识都在逐渐深入,由以古为鉴转向合中

西之古以为鉴,并逐渐开始提倡资本主义新史学,
在史学著作和研究方法上亦有所创新。[17] 洪认清

著《中国史学思想会通·近代史学思想后卷》,则
关注了“五四运动冶以后的 1919—1949 年期间的

史学思想走向,勾勒出此时期的史学发展轮廓,包
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延安史学、抗战时期史

学等,并用专章关注了郭沫若、范文澜、陈寅恪、陶
希圣、钱穆等人的史学思想。[18]王传的《民国时期

广东学人与中国西南研究》关注了广东学人对西

南的研究,在西南的研究实践中,将中国传统史学

研究中的历史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自然地结合,
开创出新的局面,呈现出将西来的人类学学术新

知融入传统史学当中的特点。[19] 赵少峰的《西史

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以历史发展

和学术史发展为基本线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

1840—1927 年间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的历

史进程,从纵向角度梳理了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

演进的互动关系。 全书主体的六章分别从时代背

景、典型个案、西方史学反响、中国史学回应等方

面展开,对各时期西方史学输入的内容、特点、反
响,中西史学的互动关系做出系统的整理与评

述。[20]王爱卫出版了《朱希祖史学研究》,以朱希

祖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
共分为生平交游、史学史研究、史馆修史、历史文

献研究、方志与边疆史地研究、历史观、史学思想、
治史方法等几个方面介绍朱希祖的生平及学术

成就。[21]

在近代史学史个案问题上,胡逢祥探讨了现

代中国实证史学建构的两种路径论衡,认为:“从
当时崇尚实证的史家看,其现代史学的建构则大

致形成了两种路径:一是以西学为准则的‘以西

融中爷模式,一是希望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本依

托而兼采域外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路径。 深入比较

两者的异同和得失,对于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

当不无裨益和启示。冶 [22] 吴忠良关注了南高学派

的史学史研究,指出:“中国史学史作为 20 世纪

上半叶产生和形成的一门学科,离不开诸多学者

的添砖加瓦,其中就包括南高学派诸人的努力。
由于梁启超和柳诒徵的影响,南高学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主要表现

在对中国史学史进行分期、论述史家和史学流派,
以及写作中国史学史等方面。 他们的学术探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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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学术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冶 [23] 姚正平还关注了清末民国

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运用地图问题,强调称:“与一

般认知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历

史教科书亦不插入地图。 随着近代地理学对史学

影响的日益增大,进入 20 世纪 10 年代中期以后,
已经很难找到不插入地图的历史教科书。 但一些

学人如吕思勉仍反对在教科书中插入地图。 不

过,不论从观念还是实践上,‘图史合一爷在当时

已成为基本规范,因此,吕思勉等人遭受诸多批

评,并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 从总的趋势来看,
清末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地图的运用经历了

从‘图不入史爷到‘图史合一爷的转变。冶 [24]

学者们还对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
陈垣、缪凤林等近代史家的史学研究进行了关注。
李帆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分
析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指出:“历史学本

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

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

困境则如影随形。 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

史家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理性,似
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途获得了统一,实现了两

全,然此两全伴随着两难,内里深刻的矛盾纠结仍

始终存在。冶 [25]李勇则考察了王国维和米海里司

对郭沫若中国古史研究的影响及其关系,指出: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

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 王

国维‘二重证据法爷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
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
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

术方法。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

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

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冶 [26] 胡逢祥讨论了

陈寅恪史学个性,认为:“陈寅恪治学,素以坚守

‘学术独立爷的个性为人们所钦佩,然其中饱含的

忧世淑世精神及理性处置求实与‘取鉴爷关系的

守则,同样值得关注。 观其历史研究的种种实践

和中年以后一再倡导的‘新宋学爷,除了旨在从方

法上建构一种考据与义理兼修的现代学术理想境

界外,实际也与此种关注世运,希冀民族文化复兴

和国家富强的情结深切相关。 探讨和进一步厘清

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陈寅恪史

学的个性及其时代特征。冶 [27] 徐国利关注了陈垣

的史学研究,指出:“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

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

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爷的

史学大师。 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

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

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

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

失。 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

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

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冶 [28] 颜克成关注了缪凤林

的通史研究,指出:“缪凤林在承袭柳诒徵学脉的

基础上于通史研究多有创建,其《中国通史要略》
曾作为教育部定大学用书刊行。 缪氏的文化民族

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通史研究中,在抗战时期一

系列文章和著作中,重点着墨于汉族与诸族相竞

争、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来为抗战

服务。 在讨论文化时,缪氏、钱穆等民族主义史家

正是在抗日卫国战争中,一同唤起民众发现和恢

复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认同。 但是从民国时期诸

家评论缪氏的《中国通史纲要》 《中国通史要略》
时,则亦有见仁见智之感。冶 [29]

还有一些学报推出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专

栏,如《史学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的“民国时期

中国通史书写冶专栏,发表了左玉河的《多元史观

与多样化的通史书写》、马勇的《从学术史视角看

吕思勉的通史写作》及张德明的《陈恭禄的中国

通史编纂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还推出了“陈旭麓与中国

近代史研究冶的笔谈,刊发了许纪霖、杨国强、高
瑞泉、瞿骏等人文章,指出:“陈旭麓以‘新陈代

谢爷为核心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将对历

史大势的整体观照与对史实细节的爬梳分析完美

结合;他提出的诸如海派文化与上海史研究、中等

社会研究、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至
今在中国史学界有重大影响。 陈旭麓集史识、史
才、史德于一身,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个标尺与

典范。 与可以化为方法的理论相互对待的,还有

‘无法之法爷的理论思维能力。 要开拓当今中国

近代史研究的新境界,需要对陈先生的史学遗产

做出再整理和再考察。冶 [30]

还有学者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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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系统回顾,如胡逢祥指出:“四十年来,中
国近现代史学史无论在史家史著的个案,还是通

论,以及思潮与流派、中外史学交流、敦煌学、简帛

学、考证学等专题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在选题或论述内容上也出现了不少重复类同的

现象。 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学术资源和力

量,注重扩展新视野,开掘新课题,已成为推进本

学科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考量。冶 [31] 赵梅春

则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突

破了史部目录解题式的研究和撰述模式,建立了

以史学与时代互动为视点的史学史学科新体系;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在古代史学批评、史学思

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等新领域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有关中国史学通史与断代史撰述、专题史和

个案研究向纵深发展;重视学科基础建设,为中国

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史学

发展最新趋势,探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学发展

的影响。 这些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继 20 世纪三

四十年代发展高潮之后迎来了又一发展高

峰。冶 [32] 乔治忠在梳理了 40 年来的史学史研究

后,指出了下一步学者们应努力方向:“应当格外

强化理论思维的水平,这就需要认真学好唯物辩

证法,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思维利器;坚持学科存

在和发展的学术方向,提倡以学术论辩,力求解决

理念分歧以及各种大大小小具体问题的分歧;继
续加强学术基础建设;扩大学科学术队伍的建设,
培养一批具备特殊治史技能的史学史专业

学者。冶 [33]

值得一提的是,王东、李孝迁主编的“中国近

代史学文献丛刊冶十二种,包含《中国古代史学评

论》《中国现代史学评论》 《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

四种》《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 《历史研究法

二种合刊》《史学方法论》《近代中国史家学记(全
2 册)》《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京
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 《陈啸江史学论文集》
《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及《英国文化史》,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 2018 年推出,皆为非常珍贵的

史学史资料。 如《近代中国史家学记(全 2 册)》
汇编多达 200 余篇民国时期报纸杂志上的各种文

章,介绍了傅斯年、陈演恪、陈垣、顾颉刚、雷海宗

等近代 100 多位史学家各方面的情况。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与批判

摇 摇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仍然比较盛行,学界

仍从多个方面对其继续进行批判。 在 2018 年出

版的著作方面,周兵主编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文选》收录了王伟光、张全景、李慎明、梁柱等人

的多篇关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34] 曲青山

主编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丛》第 1 辑则是汇

集了 40 多篇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性文

章。[35]郭彦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则是

对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坚持以历史的视

野、辩证的方法,注重“源头冶分析,对这种思潮的

形成背景、基本观点、本质表现、现实危害等进行

学术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动态考察。[36] 朱佳木

的《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则深刻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批判了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谬论,并从中总结出同这股

逆流斗争需要掌握的具体方式方法。[37]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周进指出:一
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学术研究冶
“还原历史冶“重新评价冶为幌子,颠倒是非,歪曲

党史国史军史,污蔑诋毁党的领袖、英雄人物,无
限放大一些领袖和英雄人物的缺点或错误,却抬

高美化一些反面人物,以达到其从根本上否定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

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 因此,
正确研究宣传历史人物,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课

题。 只有用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
研究、评价历史人物,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的“教科

书冶“清醒剂冶的作用。[38] 中共党史研究为历史虚

无主义的重灾区,郭群英以党史研究为例指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爷的旗号,
在学术领域进行蔓延和渗透。 在党史研究方面,
党史人物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进行‘虚无爷的对

象,他们质疑和否定革命领袖、讽刺和污蔑英雄人

物、美化和赞美反动人物。 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
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既扰乱了人们

的历史观、削弱了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又消解了群

众对党的信任。 因而,对党史研究领域的历史虚

无主义不能放任自流,必须通过确立评价党史人

物的基本原则、加强对学术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

研究和批判、强化对网络空间的历史虚无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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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和防控等措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冶 [39]杨军则总结了历史虚无主义在新形势下

进行传播的新特点:第一,抓住特定的时间节点传

播;第二,依托文学影视作品传播蔓延;第三,用学

术研究进行包装;第四,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传播。
他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日益体现出学术化转向

和日常生活化转向。[40]

朱继东则直指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历史

虚无主义背离实事求是、否定唯物史观,本质上是

唯心史观,没有任何客观性、公正性可言。 虽然打

着学术研究旗号,但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学术

思潮,其所反映的也不是历史或文化问题,而是有

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冶 [41]在应对策略上,熊燕华则

强调称:“当前,我国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把

虚无历史人物作为其重要策略。 历史虚无主义以

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以形而上学为思维方法,从
抽象人性论等层面集中虚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

人物,特别是党的领袖和革命英雄人物。 历史虚

无主义虚无历史人物给社会造成恶劣的危害,包
括歪曲、颠覆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正确认知,消
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力,动摇人民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冶 [42]

四、口述历史与公共史学研究

摇 摇 口述历史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学者继续

给予高度关注。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

河在总结 2018 年取得的成绩时指出:2018 年的

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继续沿着多元化的路径快速推

进,并广泛应用到公众史学、影视史学、纪录片拍

摄、历史记忆保存、方志学、图书馆学研究等领域。
同时,口述历史的规范化问题也引起了学界高度

重视。 如果不注重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操作,将会

出现严重的学术失范和法律纠纷。[43] 王怡探讨了

口述历史研究的技术手段变化,从技术的角度切

入,对“电路冶时代、“网路冶时代及大数据时代口

述历史技术手段的时代嬗变进行梳理,认为:“近
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口述历史研究提供了

更为多样、更为便捷的记录与传播媒介。 而未来,
个性化定制回归人的本质,大数据与云计算整合

一切,这些都将给口述历史研究的技术思维和技

术手段带来巨大突破。冶 [44] 此外,2018 年 10 月,
杭州师范大学还承办举行了“多元化与规范化:

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之路冶学术研讨会,与会者

主要探讨了口述历史操作的规范、采访面临的问

题及口述史理论探讨等问题。
在口述史研究的具体问题上,周洪宇、刘来兵

考察了教育口述史,认为:“教育口述史作为一项

学术实践的兴起,与当代哲学发生实践的转向以

及日常生活逐渐被纳入研究视野有关,是一种将

自述、记录、整理和分析验证相结合的教育史研究

方法。 口述的教育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表现

为自然的、自为的和自觉的教育口述史三种形态,
在呈现教育生活、下移历史重心和重构社会记忆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教育口述史作为质性研

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对于当代教育

史学科建设、促进公共教育史学发展均有着显著

的学术拓展意义。冶 [45] 王艳勤考察了公共史学与

口述历史关系,指出:“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

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

众的家族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

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 口述历史

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
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

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
口述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它对历史抱持温情和

敬意,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它把感

性请回历史学,与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形成鲜

明的对比,是当之无愧的‘活历史爷。冶 [46] 张诗阳

则关注了口述历史技术载体的变化,指出:“技术

环境的演进持续塑造着口述历史工作在不同时代

的发展形态,数字化革命对口述历史发展影响深

远。 研究口述历史,其所依托的技术载体是一个

有效的切入点。 文章以技术载体为切入点,辅以

案例研究,论述口述历史自录音时代、录像时代到

网络时代口述历史工作的演进历史、技术特征及

时代特征。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口述历史

及其本质的理解,并对口述历史的未来载体与发

展方向展开推想:未来,口述历史将与数字人文以

及 VR 等新技术深度融合以丰富自身形态并强化

工作效果,口述历史技术载体的多元化趋向也将

日益明朗。冶 [47] 2018 年,温州大学杨祥银主编的

《口述史研究》第二辑出版。 该书分口述历史与

医学研究、口述历史与地方志、口述历史与音乐研

48



摇 第 6 期 摇 摇 张德明:2018 年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综述

究、口述历史与女性研究等多组文章。[48] 中国传

媒大学林卉主编的《口述历史在中国:跨学科应

用与公共传播》则刊发了口述历史理论探讨、口
述历史学科建设与教学实践、口述历史公众传播

与普 及、 口 述 历 史 实 践 个 案 等 多 个 专 题 的

文章。[49]

当前抗战口述史研究较热,各地在 2018 年继

续出版了许多涉及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口述回忆

录。 如在抗战老兵口述上,张连红主编的《烽火

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3 卷本出版,为
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

述史资料抢救整理冶课题组成员采访的 102 名抗

战老战士的口述合集,全面揭示并丰富了抗日战

争的生动细节,对抗日战争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50]张建军的《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口述生活史》通过为数不多至今健在的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大量详实、缜密的历史档案

资料,还原了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市民的生活场

景与人生故事,用完整详实的细节揭露了日军侵

略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51] 杨圣清编

著的《中条山战役山西难民口述史》通过记录山

西幸存难民的口述,还原了中条山战役期间日军

的暴行及难民的惨痛经历。[52] 赵川编的《台湾老

兵口述历史》采访了 11 位台湾老兵,讲述了他们

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朝鲜战争的细节。[53]

此外,西柏坡纪念馆 2018 年还推出了《西柏坡口

述历史》第二册,涉及很多解放战争时期重大事

件的口述实录。[54]

对于近年来流行的公众史学,来自不同学科

的学者进行了全方位讨论。 孟钟捷探讨了公共阐

释理论视域下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认为此

种机制“指的是对公共领域内历史文化产品的生

产、传播与接受加以理性疏导的系统性工程。 它

既包括个体的自觉性,也指向学术界的参与意识,
更对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冶 [55]2018 年

还出版了上海博物馆编辑的《公共历史教育手

册》,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解了“历史记忆的传

承冶“历史文化的视野冶“历史实践的维度冶和“博
物馆与历史教育冶等问题。[56] 钱茂伟主编的《公
众史学读本》则结合具体案例,分十六讲论述了

当代公众历史记录、公众文化遗产、通俗史学等问

题,并将其用作高校公众史学教学教材。[57]

公众史学领域在 2018 年出版多本学术辑刊,
如宁波大学钱茂伟主编的《公众史学评论》第一

辑,内容涉及第四届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的专家

发言整理稿,中国公众史学研究新成果,体现公众

史学写作实践与教学分析的报告及第三届公众史

学会议报道与相关作品的评论。[58] 浙江大学李娜

主编的《公众史学》第一辑,通过理论探索、学术

述评、实地研究、专题讨论、评论、动态与前沿、读
史札记、综述等专栏,探讨公众史学、博物馆展览、
影视与数字历史等新兴历史话题在公众领域的呈

现与传播。[59]中国人民大学姜萌等主编的《中国

公共史学集刊》第一辑则主要刊发了公共史学理

论探索的论文,以及实践经验介绍和相关评论、调
查分 析、 资 料 整 理、 学 术 编 年、 会 议 综 述 等

文章。[60]

五、史学理论研究

摇 摇 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也从全球史、概
念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董欣杰关注了中国全球

史的理论与方法,认为:“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

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 可

考虑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

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未来发

展的可能思路,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

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这将会推动中国

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冶 [61]在概念史研究上,商务

印书馆 2018 年推出了由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史

研究》第 1—4 卷,收录了多篇研究近代概念名词

演变的论文。[62]孙江还发表了《概念史研究的中

国转向》,指出:“概念史是近年在国际上流行的

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

关注。 该文在检索了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历程

后,探讨了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意

义。 要推动符合中国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首
先需要理解概念史在德国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在
回顾了德国概念史的特征及其变化后,本文提出

了研究中国概念史的四化标准:标准化、通俗化、
政治化、衍生化。 按照这个原则,南京大学正在推

动围绕 100 个关键概念的中国概念史研究,以期

通过这些既是中国‘近代爷出现的标志,又是影响

中国‘近代爷进程要素的关键概念之研究,揭示中

国‘近代爷的‘全球本土化爷特征。冶 [63] 此外,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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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学术会议方面,第 21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

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2018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与会者围绕传

统史学与现当代史学发展研究、唯物史观与马克

思主义史学、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史学理

论与史学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方面,李玉提出了增强

“说理冶问题,强调称:中国传统史学叙事的“说
理冶性,在近代受到挑战。 由于社会发展、技术进

步、思想更新等多方面原因,历史研究的“说理冶
性需求不断上升。 借助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转
换思路,扩大视野,可增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说
理冶效果,有助于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与复杂机

理,这也是史学研究创新的路径之一。[64] 陈廷湘

关注了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指出:“中国近代

史学术已经过百年发展历程,走出了与西方史学

不同的特殊道路。 百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在唯物史

观统率下,形成了众多解释体系。 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革命史观爷和‘现代化史观爷解释体系因所

处时代特征相对同一,很快形成近代史学主潮

(不影响其他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各自对应时代

的史学。 到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爷酝酿

与开启时期,中国近代史学术进一步多元化,但其

中以研究社会生活及与社会生活互为因果的社会

文化为对象的‘社会文化史观爷展现出与新时代

‘兴趣爷最为相契的本色,有希望成为中国近代史

解释的主流,产生又一个时代的史学。冶 [65]

当前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极大影响了史学研

究。 为此,《史学月刊》2018 年第 9 期还推出了

“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冶笔谈,包伟

民撰写《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李剑

鸣撰写《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探讨了大数

据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 梁晨还指出:“互联网

重返学界———尤其是相对传统的人文基础学

科———成为最近几年里全球性的一种新动向。 尽

管目前这些创新努力时间尚短,经验有限,远未臻

于成熟,但以历史学科为例,短短三五年间,从最

基础的教与学到最顶端的前沿研究的各个层面都

出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动向。 在技术更新

频繁的今天,及时总结、探讨这些新经验,既‘预爷
社会之流,也‘预爷技术之流,对学科自身当是必

要和有价值的。冶 [66]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邹兆辰的《改革

开放 40 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 (《史学史研

究》2018 年第 3 期)、于沛的《与时代同行:中国史

学理论研究 40 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及杨念群的《改革开

放 40 年中国历史学的若干沉思》 (《天津社会科

学》2018 年第 3 期)等文章,则总结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史学界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

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并指出了存在的理论

问题及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

结摇 摇 语

摇 摇 纵观 2018 年国内学界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与

史学理论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利用丰富的史

料,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拓宽了一些

新领域,微观研究日益加深,理论水平有所提升,
但仍有许多可以继续深入挖掘提升的问题。 如学

校学科建设方面,已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

史学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

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及山东

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等四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学

科有较好优势的高校中心,出现了《史学理论研

究》《史学史研究》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三
本得到学界公认的学术刊物,但其他高校的历史

学科还应在该领域加快谋划发展建设,引进或培

养相关人才,争取出现新的学科增长点;在唯物史

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方面,有
必要呼吁更多学科的学者参与,推出一批实证性

与理论性兼具且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在近代史

学史领域上,则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地方史学史及

非著名史学家的研究,同时提升史学史论著的理

论阐释深度;口述史学与公众史学虽然参与者众

多,但仍需加强操作与研究的规范,提升其学术含

量;在史学理论方面,学界多是借鉴吸收西方的史

学理论,真正体现中国学派的理论还太少,中国学

者还应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从自身内

部挖掘论述资源,增强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为构建

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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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eories of Modern China in 2018

ZHANG De鄄ming
(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Abstract: In 2018,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has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鄄
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eories of modern China. The scholars have further deepened their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ist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new material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have continued to criticize historical nihilism; they have also examined the famous historians in modern
history, their books and other specific issues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y have also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oral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ublic historiography. In addition, the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e frontier issue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such as global history, concept history, big
data history. The year 2018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also summarized the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historiograph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Key words: historical theories;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nihilism; o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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