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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经经经经世世世世传统传统传统传统 

这与求真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

质”。“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15](p34,20)经世传统表现在历史

“着眼当代，详今略古”的传统。“注重当今，即注重近现代史的研究，注重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17]有学者指出

主要不是资料多寡和搜集的难易，而是由经世致用的宗旨所决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学领域内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往往是

代史……因而，史家治当代史者往往要冒风险。这是一种应当赞颂的高尚精神”。[9]这就为我们揭示出经世不仅是史学

也体现了一种关注时代需要的精神。史学思想中的借鉴意识、述往思来的意识和忧患意识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历史上

明确阐述过自己以史经世的主张。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撰史宗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种

际有更大的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对史学经世传统的争议较多，如刘信君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嬗变》(注：《社会科学

第2期。)、武吉庆的《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注：《河北学刊》1995年第1期。)、战继发的《传统史学经世功能

(注：《求是学刊》1995年第1期。)和《史义与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发微》(注：《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胡逢祥的

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兼论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注：《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葛志毅的《经世致用史

流利弊辨析》(注：《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等，这些争论归根结底是对史学与现实、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和史学的社

论，有误解，也有辨正。但总体上人们还是肯定了史学经世传统的进步性，对史学经世传统的核心认识是明确的，即“

对现实，为社会服务”[18]。在这个问题上，瞿林东的《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注：《

2001年第1期。)从分析我国史学上一个传统话题——史学的社会作用入手，在史学与政治统治、“树之风声”、史以“

人才、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揭示出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为新时期人们正确、客观地认识史学

供了新思路。这些论述和争议也使我们对经世传统的形成认识得更为清楚，如一般认为史学经世的思想出现在明清，而

明确提出：“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期，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始终。”[19]

出路就是“继续坚持经世传统，把史学传统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要求相结合”[20]。 

((((三三三三))))把作史把作史把作史把作史当当当当做不朽之做不朽之做不朽之做不朽之业业业业，，，，历历历历尽尽尽尽艰艰艰艰辛辛辛辛，，，，坚坚坚坚持著史的持著史的持著史的持著史的传统传统传统传统 

我国的历史记载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就是史家把史学看做“名山”事业的优良传统。[21]司

安书》中说，自己写史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其意是把作史当

为此可以生命为代价。正是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对历史撰述的责任感促成了我国修史传统的形成，

动的史籍就成为保存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著述传统不再是个人不朽的事业，而是对我们民族繁衍

自觉记述。 

((((四四四四))))史家才史家才史家才史家才、、、、学学学学、、、、识识识识三三三三长长长长和史德的修和史德的修和史德的修和史德的修养养养养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关于史家修养的几个重要范畴，从刘知几到章学诚基本上建构了我国古代史家修养的理论

括很多方面，上面谈到的博学的传统、善恶必书的传统、批评创新的传统等都构成史家修养的一个方面。章学诚在《文史通

德》篇中明确提出“史德”，认为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主要强调了史家不要以个人好恶影响对历史客观性的反映

页码，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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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09-12-1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56



不仅要以此为自我修养的准则，还要继续探索如何在现实条件下赋予它以更科学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内涵。如已有学

国古代“良史”的忧患意识传统，瞿林东的《史学与“良史之忧”》(注：《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夏乃儒的

“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等，这反映了当今历史条件对史家的要求。有的

前史学和一些历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迷失，发出史魂归来的呼吁。[22]史魂即是史德，强调了史家的人格修养在

重要性。 

((((五五五五))))注重文字表述的注重文字表述的注重文字表述的注重文字表述的传统传统传统传统 

对史著文字审美要求传统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几部名著的评述上

《史记》，把历史学和艺术性的表述巧妙地结合起来，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

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刘知几也曾盛赞《左传》叙事之美。这些关于史著文字审美要求的

论，是我们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很多著作中都是把历史文学单独提出加以讨论的，他认为，我

有不少在历史文学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也有人对历史文学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在历史文学这方面，我们有优良传统

且应该发扬。他还认为，历史文学是史学内容的构成部分，并且从“闳中肆外”与“艺术加工”两方面初步总结了历史文

验。[23]这不仅指导了在新时期的历史文学的创作，而且在创作界和学术界引发了对历史文学审美属性的理论探讨。但目前

个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总结，如历史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关系、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历史叙事理论等。 

此外，还有一些传统也在当今的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 

古代史学民族史撰述的传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功绩不可磨灭。他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深入发

上重视民族史撰述的传统，总结了自孔子、司马迁以下，史家重视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眼光和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理智

年来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梳理，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对具体史家和史著进行研究时，一些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分析古代史家的民族思

想、国家统一思想等，说明这既是历史思想传统的总结，也是撰述传统的总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陈其泰的《史学与

(注：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是近年来对史学传统中的民族精神阐发得较为深入的专著。这个传统在今天的社会形式下仍需

对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弘扬都是至关重要的。 

注重实践，敢于创新的传统。我国古代优秀史家不仅从历史文献中获得史料，还注重到自然、社会中去寻求历史真

记载，而且他们都是敢于批判，善于继承，于史书体裁、史实考证或史学观点上能推陈出新，有所创建的。对此，近代史家已有多方

面的继承和发扬，我们今天如何从实践中获取新认识或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认识，都是需要进一步学习的。 

总的来看，人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不少创见，并逐步走向新的理论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开始结合时代特点阐明史学传统的精神内涵，把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历史精神结合起来研究，视野更加

形成了有系统的研究。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史学的性质、功能和特点展开新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认识。如施丁论

统，不仅把它的具体内容归纳为7个方面，还进一步提出了史学经世的要求：直书实录、博古通今、端正学风和提高学识

上是用联系的方法使人们更加辩证地认清经世传统的特点。三是对各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如求真与致用[24]，求

[25]，明道与求真、经世[26]等。四是开始从继承史学传统的目的转向探讨当今史学的发展趋向。 

但是，也要看到有很多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各学科的合作才能完成。我们研究传统不仅是从中获得一些抽象的认识，

这些传统在历史观点、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在史学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不同作用等；既要揭

复杂性、丰富性和生动性，还要深入到传统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经不同层次的概括、抽象，最后将各个方面关系的多

出来。 

     
三史三史三史三史学学学学传统传统传统传统研研研研究的究的究的究的趋势趋势趋势趋势和前景和前景和前景和前景 

  
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不间断的探索真理的过程，我们今天研究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为了创新，推

断地探索真理。近50年来在研究史学传统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些理论认识，这对今后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并

时期的努力方向，从中我们多少可以判断史学传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的趋势和前景。 

((((一一一一))))确确确确立立立立研研研研究史究史究史究史学学学学传统传统传统传统的指的指的指的指导导导导思想和理思想和理思想和理思想和理论论论论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我国古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中已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这一点，白寿彝先生在其论著中已经有详细的论

认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在长期的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中，对自然变化的直观中，和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实践中

的辩证法”，“都承认历史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他们有变化的或历史进化的观点”。[10]许凌云也说：“我认为，开创历

究工作的新局面，其主题思想，只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走出自己的新道

路。……从实际出发，就包括从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出发。”[27]“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唯心论和迷信思想也还存在

史人物，特别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多点辩证法，克服一切的主观片面性。”[28]这些意见都是在经验教训

的，是值得重视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继续发扬运用比较史学方法的传统，对不同史著或史家进行比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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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的比较研究，以前人们多注意从文献和文本上进行比较，争论它们的高下优劣。今后的研究不仅要从文献

历史上的传播和接受的情况，还要从文本上领会其历史精神及对后代的影响，具体分析其在某一史学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各自的地位和

作用，而且要善于分析它们在各个方面的联系，结合当前现实分析传统的作用。这对建立科学、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有

义。此外，中西史学传统进行比较仍然是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比较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传统——史学

法、史学思潮、史学理论范畴等各个方面的传统，这对促进史学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二二二))))史史史史学学学学传统传统传统传统与与与与学学学学风风风风建建建建设设设设的的的的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我们继承传统不光是为了积累历史知识，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历史研究中学习做人，这本来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

丰富的史学遗产中，继承古代史家进步的学术思想、优良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探讨和发扬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史学，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0]。其意义首先在于我们

史精神的继承与运用中磨练我们的史德、史识、史才和史学。在现代社会思潮纷繁、变动激烈的情况下，时代对我们的德

识的要求更高。如对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争议，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楚，而且也体现了人们对

民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理解得不够透彻。通过研究史家所树立的优良传统，我们不只是要学习一些知识，而是要领

质，对它们的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我们就能从中获得辨别史家道德上的善和史文表述上的美的能力。这

应有的追求，也是我们历史教育所应达到的目标。 

((((三三三三))))史史史史学学学学传统传统传统传统与与与与民族特民族特民族特民族特点点点点的的的的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出发研究我们民族史学的特点，这是我们研究史学传统的出发点。前面所提到的对史家修养、

究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白寿彝先生在探索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理论的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

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大的理论意义。”[3](p464)20世纪80年代，他继续对建立民族史学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3](p307-321)

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仍有指导意义。从史学传统中总结有民族特点的理论范畴，建立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是当

方向，也是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四四四四))))研研研研究史究史究史究史学学学学传统传统传统传统与与与与史史史史学学学学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及史及史及史及史学学学学史史史史研研研研究的究的究的究的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我国史学自古以来就有研究理论问题的传统，如对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历史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探索，构成了史学

容，这充分体现了史学传统的研究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具体到某一史家和史著，如果研究者对它

进行全面掌握，便不能真正把握其在史学传统形成中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从目前的研究内容来看，对史学传统的研究还

的系统。白寿彝先生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等方面架构了一个理论体系，但对史家、史著及史学

究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者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者主要从史学史的角度梳理或罗列史学传统在各个

的具体表现，这正表明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把史学传统的研究与具体的史家、史著及史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 

((((五五五五))))史史史史学学学学传统传统传统传统与与与与当当当当代史代史代史代史学学学学的的的的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先生就指出了二者的密切关系：“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

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3](p466)80年代，白先生进一步把研究理论、研究历

相结合，阐发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逐步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史书编纂中，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就是发扬了我国

悠久传统，成功运用综合体来编写新时代的历史。罗尔纲写《太平天国史》也是得到了我国史书综合体的启发，解决了他几十年

史书体裁上的困惑，创立了新的史书体裁。近年编写的《清史编年》则是对我国编年体裁史学传统的新运用。[29]这些都

史学传统、建设新的史学体系树立了榜样。我国优秀的史家往往重视探究时代所迫切要求解决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史学

家通过反思历史而提出的思想见解，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可以说，史学与时代俱进的思想本来就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心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国的历史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国的史学也要有新的发展。发展新史学，要有多方面的

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即是一个良好的条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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