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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从事某项学术研究，都要关注该学科的学术发展史。但也有的学科重视
得还不够，譬如史学界对史学史的研究就存在这种缺陷，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对史
学史就不甚关心，不予问津。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广大
史学工作者以自觉的史学意识进行反思。   
 
    首先，从学科性质来看，史学史的重要性应当超过通史、断代史和各类专史。长期
以来，史学界存在一种习惯认识，以为研究通史、断代史或专史比较重要，研不研究史
学史无关大局，从而形成史学史研究长期遭受冷遇的局面。事实上，史学史的重要性决
不亚于历史学的任何其他专业。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指出：“从学科结构上讲，史学
史是较高层次的史学工作。史学只是研究历史，史学史要研究人们如何研究历史，它比
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层次，它是从总结一般史学工作而产生的。”当然，这决不是
说研究史学史的学者比研究历史学其他专业的学者高明，而是说史学史专业的性质是总
结各个时代历史研究的经验，是更高层次上的学术研究。从历史、史学、史学史之间的
关系来看，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渐产生出记载和研究历史的史学，这是人类
要求了解自己过去与未来的一种自觉反省；而当史学经过相当长的积累以后，伴随着人
类对史学工作的不断自觉反省，才产生出史学史。史学史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更高
阶段，目的是揭示史学发展的进程及其演变规律，不但可以加深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
识，而且可以给以历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工作提供理论指导。通过对史学发展史的
回顾与展望，以各个时代史学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作为参照，可以纠正历史研究中出现
的偏差，倡导历史研究的新风气，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所以，重视史学史研究，能
够大大推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研究不断深入，促进史学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其次，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如果能够自觉兼顾史学史，两相观照，
其研究成果会相得益彰。无论任何时代，史家在治史过程中，总是离不开所处时代史学
发展的影响。正如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指出：“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成就或
大或小，都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链条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于这点，不一定每个
从事历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很清醒地意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不得不受这门学科已
有发展的影响，他的先行者的影响。”因此，历史研究工作者关注历史学科发展状况，
了解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将会有助于深入选择课题，明确研究重点，拓宽研究范围，
准确把握各个时代史学提出的重大问题。吴于廑先生不但自己具有研究历史与研究史学
史两者兼顾的史学意识，而且要求自己的学生在研究世界历史的同时，要兼治西方史学
史，形成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研究特色。如果广大史学工作者普遍具备了这种史学意识，
我国史学研究的局面将会大大改观。   
 
  再次，研究历史兼顾史学史，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治史学风。当前，史学界学风建设
问题非常突出，其中关键症结之一就是研究历史能否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在历史研究
中，不论是对于史学理论，还是对于学术观点，抑或是对于文献资料，在前人研究基础
之上拓宽领域也好，对前代学术成果订讹纠谬也好，都不可能凭空产生。研究者必须了
解前人研究的经历和当前研究的现状，以历史学已有的基础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起点，
认清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史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只有弄清本学科的学术渊源与发展沿
革，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才能进一步开拓创新，达到学术前沿领域。广大史学工
作者自觉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史，不仅可以避免炒前人的冷饭，而且能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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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劳而获的顺手牵羊者，起到净化学术风气的作用。如果所有研究历史的学者都具
备这种自觉性，就能开创出良好的治史学风，必然会促进中国史学发展的繁荣昌盛。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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