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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综述 

    2001年11月25—27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了“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全国80多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

会议。会议集中探讨的问题有：（一）回顾唯物史观在20世纪的历程；（二）当前中国史学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基本形势的估计；（三）21世纪的

中国史学怎样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作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唯物史观不仅推动了20世纪中国

史学的发展，还将与21世纪的中国史学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推进中国史学的发

展。与会学者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历史系教授 齐世荣先生认为这个研讨会的题目很好，从标题看，说明主持者坚信唯物史观在二十一世纪还能发挥作

用。他指出，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指导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原则，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承认唯物史观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主义

是一个开放的科学，我们应该像它的奠基人那样，广泛地吸收各门学科的先进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林甘泉先生认为，唯物史观在21世纪面临着挑战，对此，我们应以平常心来对待。毛主席讲那个话还是对的，马

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只有通过百家争鸣，不同思想、理论学说的切磋，甚至是争论和互相批评，这样的话才得到锻炼，才能更加成熟。现在大

家都承认在学术理论上，不可能用一种思想来统一大家的认识作为一种指导。在一些学术问题、文化问题上应该允许大家有不同的选择，有自己的

理论、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兹全先生对唯物史观在21世纪的命运进行了展望：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涌入，中国现代化向深处走，西方人文社

会科学会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更为多数人所执持。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历史实际认识的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回

来，为史学家所接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陈启能先生提出，在21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应进一步融入世界舞台，这是一种客观的过程，客观的需要；这有

利于我们发展唯物史观，也有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庞卓恒先生指出，目前学术界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而是

从前苏联传过来的。它有许多内容确实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本身的正确性。我们要做的是，第一

在理论上正本清源，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第二要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 刘家和先生主要谈了三个方面问题：一、20世纪唯物史观在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曲折。二、新世纪创造性地

应用唯物史观的可能性。三、运用唯物史观的几点建议：要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加深对客体的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能容纳马克思

主义的不同学派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科的学者要交流合作。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凌云先生指出：在我国就现实而言，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史学经世的方向，但不主张政治干

预史学。要尊重史家独立的学术研究，创造一个为现实服务的良好环境，即宽松的、融洽的、自由的、民主的探讨学术的环境，这样史学研究的道

路就会无限广阔。 

    河南大学教授、《史学月刊》副主编 李振宏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世纪会发展，但其发展会向纯学术的属性回归，成为一种普通的史

学派别和其他历史学派处于平等的学术地位；而且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还会发展成不同的学派。如果这样，也就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和发

展。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汪征鲁先生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着千千万万的信仰者，不断地被实践检验，还有的生生不息的一代

代学者在薪火相传，因此唯物史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此外，有学者提出历史学在多样中激活、在辩证中发展，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在更加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呈现多样化的景象。对此，有的学者认

为多元化的史学发展趋势并未缩小唯物史观的影响，两者并不矛盾。多数与会学者表示， 21世纪的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唯物

史观仍将是中国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唯物史观也将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起来。 



    这次研讨会虽已结束，但会议的主题仍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思索和探讨。在新世纪明丽的曙光里，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唯物史观将以怎样

的姿态发挥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作用，时间和实践定会作出明确的回答。     （《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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