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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话语体系”问题缺乏研究，这里讲一点粗浅认识。首先，我所理解的“学
术话语体系”是有关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及关于研究内容的
解说，以至于文字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几个方面的结合。因此，所谓学术话语体系，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时代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走向的趋势。其次，所谓学术话语体系，
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它在学术史上是久已存在的学术现象。因此，它是变动的、发
展的。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学术风
貌。当然，不同时代的学术话语体系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其间存在着传承延续和相因
相革的历史联系。再次，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学术话语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因而也
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总是在不断吸收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学术话语中的某些有
益的东西，用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总的说来，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
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准
此，则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似亦应循着这一路径前行。     

应当指出的是，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作为第一步，
是否可以考虑在一个大致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方法论指导之下，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探
索自身的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第二步，各个不同学术领域的话语体系之间，有一个相
互借鉴、吸收的过程，使自身得以提高。并形成某种共识和融合的趋势。第三步，在此
基础上，提升和概括出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的基本理路。这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是一个从局部走向全局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回到具体
的过程。 

这里，我想结合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谈谈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之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其一，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
产；其二，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史学积累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其三，在改革开放方
针的推动下，中国史学在关注和借鉴外国史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同时，毋庸讳言，在历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建构方面，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史学
工作者一般多注重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对历史学的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缺乏足够的自觉
意识：二是历史学的理论所包含的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理论和关于历史学学科自身发展
的理论，在许多学术论著中尚缺乏清晰的界定，从而造成研究上的困难：三是古代理论
遗产和当代理论成果的联系与创新的关系，尚须进行深入的探索。     

我就存在的问题发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们共同切磋。     
第一，关于理论自觉的问题。这里说的理论自觉，是指史学工作者关于重视历史学的

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而言。历史研究以史料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这是毫无
疑义的。但是。不仅对历史的解释需要理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学科，它自身的建设
尤其需要理论，而这种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创造，以推动本学
科的继续前进。这就表明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不是仅仅依靠少数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就能
胜任的，它同时需要致力于实证研究的人从自己的研究中概括出新的理论，以充实、提
高原有的理论认识。在这方面，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为我们
树立了理论自觉的榜样。 

    第二，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问题。在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基
本的范畴或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理论领域中的两个重要
方面，前者是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后者是人们关于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认识，
两者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同L个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史学工
作者开始注意到它们的区别，并从史学发展上对两者进行区分，同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
联系。然而时至今日，史学界关于两者的混淆仍普遍存在，这势必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进而影响到本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此类问题还有一些，但这是带有全局性的主要问题
之一，不能不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 

    第三，关于古代史学理论遗产同现代史学理论成果的结合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
富的理论遗产，需要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梳理、阐发，并把它同当代史学的理论成果
结合起来，以形成历史学在理论领域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例如，在历史
理论方面，古老的穷变通久的思想，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时、势、理、道等范畴的探
讨及其在解释历史中的运用，包含着朴素的唯物思想、辩证思想、进化观念，其中有些
范畴和概念是可以用来丰富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又如，在史学理论方
面，从孔、孟论事、文、义到司马迁评《春秋》、继《春秋》、“成一家之言”的认识
和实践；从范晔论史论的社会价值到刘知几写出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从宋人
吴缜论事实、褒贬、文采撰史三要素、郑樵论撰史的“会通”之道、“会通”之旨到马
端临论历史文献的历史和价值：从明人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利弊到清人章
学诚对史学理论的近于全面而深入的论述等，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观念、范畴术语、方
法论原则，可与当代史学理论相通、交融，成为当今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极其重要的
资源。再如，在史家修养方面，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和章学诚提出史德作补充并对
才、学、识作了新的深入的阐发，则显示出中国史家的境界和风采，影响所及，直至于
今。凡此，都是中国史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元素。在这方面，何兆武先生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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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译著《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论著选》的序文中，开宗明义，把
古今中外的学术话语联系起来，给我们很多启发。 

    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点，也

要考虑到学术史自身的发展轨迹；既要勇于创新，提出新的见解，又要关注学科本身的全局以至于中国学术的全

局。它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的出发点，不在于阐发个人的某种学术观点，更不是为了在学术上标新立异，而在于积

极规划本学科乃至中国学术的前景和未来。从历史学学科来说，试图以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概念、一个历史年

代来建构某种话语体系，那也只有在顾及上述原则之后作为一种标志提出来，才有其学术意义。因此，不论是学科

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还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都有，必要注意到古今会通、中外会通、前贤学术成果

与当代学术走向会通，从而使这一学术话语体系既反映出时代精神，又包含着历史底蕴，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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