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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开拓精神

作 者： 张海鹏     发布时间： 2004-6-11 2:43:26 

——纪念范文澜先生诞辰110周年 

     

    2003年是范文澜先生诞辰110周年。范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史学领域著名的“五老”之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为发

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范文澜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早年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经学和文学方面。1929年出版的范文澜著的《文心雕龙注》多次再版，该

书至今仍被文学史家看作是《文心雕龙》的权威注释本。1933年出版的他的《群经概论》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对传统经学所作的重要

学术研究。1940年夏季，范先生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了三次经学史演讲，毛泽东同志听了两次，在看了他的第三次演讲大纲后，特别给

范文澜先生写信，称赞他的经学史演讲“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指出当时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是思想斗争领

域的“第一任务”。这是刚到延安不久的范先生作为传统国学的集大成的继承人，对传统经学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对思想文化战

线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贡献。 

    范文澜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个贡献，是建立中国通史撰写的科学框架。他虽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

但却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撰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开拓者。1941~1942年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说出

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系统看法，是对此前各种有关中国历史的观点的系统批判，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中国通史撰写框架的初

步尝试。毛泽东同志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

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范文澜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二个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1947年他在华北用本名以及随后在重庆、上

海用笔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和他发表的若干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开辟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

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把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把这段历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这是建立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基础上的划分，对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个体系对确立中国近代史研

究学科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起到了指标的作用。 

    范文澜先生对推动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范先生作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和历史研究室主任，在1949年4月

带领历史研究室人员从河北正定迁到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安顿在东厂胡同一号。1949年11月，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范先生自

己的古代史研究正在进行，他没有首先考虑在科学院建立历史研究所，而是率先将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归入科学院领导，改名为近代史研

究所。这个举措对于新中国的学科布局，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影响是深远的。建国初期，各大学纷纷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置中国近

代史教研室，很多大学还派出青年教师到近代史研究所进修。这些研究力量的培养和配置，对于形成后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雄厚科研力量

是功不可没的。刘大年先生在纪念范老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说过：“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

长起来的。”早在建国前夕，范老负责组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的前身），就开始筹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个丛

刊的编辑委员会有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人，范老是实际的负责人和

推动者。这套资料到1961年基本出齐，加上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总共出版了11种66册。这是新中国出版的最大的一部历史

资料书，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外，新中国史学领域几项大工程，如《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中国

历史地图的编绘、中国历史地震资料的编辑，都和范文澜的名字分不开。 

    范文澜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的第三个贡献，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提倡、坚持、贯彻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历史分期问

题上与郭沫若先生的学术争论。范老是“西周封建说”的最著名的代表人。历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带动了20世纪50年代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热潮。再一个是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部族变成民族是资本主

义出现以后的事情。那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汉民族是何时形成的，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范老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秦

汉时期的汉族已经符合斯大林所说民族形成的四个特征，已经形成为民族，并且是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观点

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他提出并坚持这个论点，挑战当时最大的理论权威，是有压力和风险的，事实上也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指责。这

个问题在理论界引起热烈的讨论，推动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理论的发展。范老敢于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学者的勇敢，主要

是对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说过：“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 

    范文澜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的第四个贡献，是提倡并且力行实事求是的学风。范老认为，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

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那叫做“潦岁蛙鸣”，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只有真正进行了研究，作了深入思考，才能数年而一

鸣，或毕生而一鸣。真正做到鸣，并不是容易的事。范老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

法，要“神似”，不要“形似”，不要教条主义。范老的书和文章很少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体会到马克思

主义的精神力量。范老经常强调要发扬“二冷”精神，即提倡“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这就是说，做学问要埋头苦干，要不慕虚荣。



做学问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范老所提倡的这些学风，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学研究，不仅仅是老一辈学人的责任，还需要广大中青年学者继承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的开拓。用马

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现实的变革需要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也同样需要与时俱进。我们纪念范先生诞辰110周年，就是要学

习范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从“神似”中去提高、发展和繁荣史学研究，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的文化需要服务。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未经协议授权，禁止违法使用。  

制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