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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史学大国，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史学遗产。这些遗产，不但反映了中华民族悠远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显示出优秀的民族精神。如何发掘

与探索中国历代史学遗产，继承与发扬史学遗产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不但是一个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

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专职与兼职研究人员在《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发表《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作了论

述。这组文章是：《史学名著与人文精神——关于史学遗产和民族精神及民族风格的思考》（瞿林东教授）、《史学遗产与民族传统》（罗炳良副

教授）、《史学的人文传统与当代史学的人文关怀》（邹兆辰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及评价》（张越副教授）。 

    瞿林东教授的文章从“人文修养在当前的社会意义” 、“史学名著的价值”、“读史学名著与增强历史观念”、“读史学名著与丰富历史经

验”、“读史学名著与培养历史精神”、“读史学名著与吸收历史语言”等方面论述了史学名著和人文修养的关系，指出我们讨论史学遗产和民族

精神的问题，一是要有全面的眼光，二是要有重点的意识。史学名著应该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也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重点。 

    罗炳良副教授的文章主要从“史学遗产是汲取历史智慧的源泉”、“史学遗产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沃土”、“史学遗产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

容”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史学遗产中蕴涵的民族传统包括鲜明的史学经世思想，深刻的民族凝聚意识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遗产可以升

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重视史学遗产，以应当继承和发扬先辈的敬业精神、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对全社会进行民族团

结和爱国传统的教育，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感情沟通，加强各民族的互助友爱，维护祖国统一，使中华民族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

作出更大的贡献。 

    邹兆辰教授的文章主要站在史学的人文传统角度，通过对“史学也要人文关怀”、“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文精神”、“史学应该真正体现人文关

怀”等问题的论述，指出史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是需要我们很好继承的。由于时代的变迁，史学的人文传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使之成为

一种具有当代精神的人文关怀力量。 

    张越副教授的文章重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遗产问题，他按时序，从唯物史观的传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20世纪初～1929

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立和迅速发展（1929年～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深入探讨及出现的失误（1949年～

1978年）、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发展（1978年至今）四个阶段，，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分别探讨了马

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每个阶段上所反映的基本特色，取得的理论成就和经验教训。指出系统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对于促进当代中国

史学的建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一期的《江西社会科学》还刊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简介》一文，简要介绍了中心的基本概况、学术特点、科研成果

等方面的情况。 

    （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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