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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次深刻反思——“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6年8月20—24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举办了“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北京、上海、江苏、安徽、台湾等20个省市的98位学者齐聚扬州，共同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史学的发展问

题。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85篇，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史学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主要任务以及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积

极的成果。 

    综合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小组讨论和大会报告，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具备如下特点： 

    第一，具有鲜明的学科发展意识。汪受宽的《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指出，从纵的（各个时期）和横的（各个民族）方面，全面研究中国

少数民族史学难度很大。而现在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党的民族政策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去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建立“全民族的中

国史学史”的时候。张广智的《关于开拓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西方史学史为中心》阐述了开拓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学

科建设工作的需要，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开拓，是史学迈向新阶段的坐标。王立端的《多元化史苑之奇葩——试论二战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

特征》也具有较为自觉的学科发展意识，表现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自觉创新。刘勇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全球史观和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

范式的构建》强调，在构建21世纪史学理论的范式过程中，应当努力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研究方法，形成我国史学理论的

新范式。此外，参会学者还从环境史、口述史、法制史、新文化史、中共党史、边疆史地学等领域和角度，探讨了中国史学的一些相关问题，表现

出了中国史学应有的学科发展意识。 

    第二，具有深层次的史学反省意识。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热点问

题之一。余金成、王宝彦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体系重构》和张旗的《审视教条主义——兼论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对这一理论及其运用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自觉的反省，并在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新认识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邹兆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运用中的理论反

思》指出：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史学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过程，也就是对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不断再认识的过程。而关于历史学的性质问

题，以及史料的理论问题，也是大会对中国史学反思的重要内容。樊江宏、王嘉川、张连生、游彪、刘向阳、陈述的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史

学方法的角度进行反思，是此次大会表现出的史学反思的另一个方面。日本山梨大学佐滕正幸的《比较视野中的历史时间观》、横滨市立大学矢吹

晋的《朝河贯一的比较历史学研究》等文章均强调了加强历史比较方法研究的必要性。此外，吴怀祺、罗炳良、杨艳秋、武玉梅、邱敏、周新国、

朱季康、许卫平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相关的史学方法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第三，具有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本次会议表明，中国史学自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经具备了更为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对于历史叙事和后现

代理论之间关系的探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钱茂伟的《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遗产》、王志刚的《文史相生之境——试论章学诚和后现代的

历史编纂理念》、李隆国的《“撰述欲其简”——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等文章阐述深刻、观点新颖。徐国利、陈永霞的《马克思主义

史家论文史关系及其史学实践——兼论文史关系研究的现当代走向》、谭献民的《从史学革命的兴起到唯物史观的确立——试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

想史在中国的创立及其意义》、洪认清的《20世纪20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路径》、周文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成就举要》则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新的发掘，既胪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成就，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沈长云、李清凌、葛志

毅、张子侠、张艳玲、陈茂华、梅雪芹、刘向阳、台湾佛光大学李纪祥等人的文章则对特定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发掘和梳理。 

    第四，具有恢宏的世界意识。瞿林东的《前提和路径——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一文，对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和路

径作了深入探讨，认为中国史学应把不断提高自身的品格作为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在继承优秀史学遗产方面

作更多的努力、认真对待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同时，中国史学还应明确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目标和路径，即推进中外史家的对话、加强中外

史学的比较研究、促进优秀的史学成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台湾辅仁大学戴晋新的《廿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意涵与问题》一文，指出中国史学

在21世纪的发展中应该具有世界意识和意涵，不仅分析了传统中国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当代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构

建世界性的史学史的构想；而且还认为新时期的中国史学要反映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考它在世界史学史中的位置。另外，张爱武、朱政惠、盛

邦和、江华、乔治忠、周怀宇、郑萍、尤学工、曹守亮等学者提交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世界意识。 

    第五，具有密切关注时代、深沉的现实关怀意识。与会学者对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史给与了密切关注。江湄的《八、九十年

代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变迁与分歧（论纲）——兼论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思想导向》、郑先兴的《新生机主义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及其实

践》、周兵的《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李传印的《史学传统的现代转换》等文章值得注意。毫无疑问，对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



史学界兴起的“思潮新文化史”的研究，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史学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在新的研究范式和理念下对中国史学发展

加以重新审视和考察。吴彭森、刘永刚、王俊才、朱钟颐、陈滨南、赵梅春、李勇、刘兰肖、闵凡祥等学者的文章尽管选题和研究领域各异，但却

能比较清晰地反映出共同的研究主旨和治史旨趣，表现了现实的关注和当代史学研究的自觉。会议期间，国内外学者对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人物

评价、中共创建史、党史论文撰写规范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其中既有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探研，也有对整个历史学发展的关照。日本学者村田忠禧的

《毛泽东著作研究的回顾与今后的课题》一文值得关注。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和史学工作者坐在一起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认真细致地加以探讨，成为

本次会议的特点之一。这也显示出党史研究更加注重从史学理论，乃至历史学中吸取经验教训，而历史学最终因受到了党史研究者的关注变得更加

富有生机和活力。 

    总之，“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会议。它既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结出的硕果，也是中国史学进一步

健康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基础。中国史学在21世纪必将迎来健康、蓬勃发展的春天。当然，本次会议也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例如，外

国学者主要是东亚地区的学者，而到会的欧洲和美洲学者较少，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会议交流的深入。由于时间的原因，与会学者对中国史

学走向世界的可操作性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讨论。这些都是中国史学在发展中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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