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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的领先地位和作用——何兹全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上

的讲话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的领先地位和作用”。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应该起领先地位的作用。但题目很鲜明，

发言内容却很贫乏，只是提几点想法而已。时间短，只能如此。 

    要说的第一点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思想好。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这是很好的一个思路。21世纪

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性的伟大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将逐渐看到全球化、一体化、地球村、全世界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曙光。这个曙光

在20世纪后期，已微微可以看到，21世纪将更明朗。今后的史学，应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人人都应该有世界一家的目光和胸怀，把世界历史看

成一个整体，把中国历史看成世界史的一个部分。这个方向是客观决定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像蜘蛛网一样，逐渐把世界联成一体。一个地区的一点

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人民币贬不贬值，都会牵动世界经济。中国史和世界史已是息息相关的。在我看来，可以说今天我们举行的“20世纪中

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就是在世界一家的形势下，历史学的先走一步。 

    要说的第二点是，今天拿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有庞卓恒、吴英两同志的文章，题目是《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学

科”》。我只是粗读，有些地方我还没有弄懂。我懂的是，文章批判了德国的兰克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和其他国家的新史学，也批判了机械唯物

论和教条主义，而归结到辩证唯物史观。我很高兴读到这篇文章。我希望史学理论界今后能多（量）而深（质）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机械唯物论

和教条主义对中国史学带来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一些对辩证唯物史观没有研究的人往往把教条主义之为害错上在辩证唯物史观的帐上。这真是城

门失火，殃及池鱼。池鱼何辜哉！江泽民说过：“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的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坚持科

学的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江泽民都批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更可以大胆的在史学领域里对教条主

义进行批判。但批判是破，更重要的是立。我们需要的不是“辩证唯物史观”这个词。更加需要的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把唯物史观一条条的

讲清楚。20世纪20—30年代，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现在我还没有看见过这方面的好书。我看，我们要写书、写文章。写书、写文章，讲清楚什么是

辨证唯物史观。让那些没有接触过辨正唯物史观、而又有别的史学理论先入为主的史学家们有个比较衡量的机会。 

    要说的第三点是：对史学理论和史学著作提倡批评。我们现在的情势是：作学问各打各的拳，互不相关。学术应该开展批评。真金不怕火炼，

真理不怕批评，真理愈批愈明。过去怕批判，是政治运动带来的。批判往往是和斗争联系起来的。一叶知秋，一说批判，无不害怕。现在时代变

了，除老年人对批评还心有余悸外，对青年人已无什么影响了。学术开展批评，对推进学术发展是有好处的。你想不到的，别人替你想到了。你想

的不够周密的，别人替你补充出来。你错了的，别人替你纠正过来。护短的思想，要不得；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更要不得。接受意见，改正错

误，这是学术研究中的乐事。 

    要说的第四点是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编辑部建议，贵刊除保持现在的编刊内容外，建议增辟：1、书评2、新著介绍。书评，不一定是

新书，以20 世纪的书为主，近代以来的书特别是名著，都在评价之内。为20世纪史学大师、大家、名家定位。新著，不一定是书，论文也包括在

内。论文的作者，有年老的，有年轻的，要特别关注年轻的。抓年轻人中的尖子。从对新著的介绍和评论中培养人。 

    只说这四点吧。这四点，都是和发挥史学理论在历史科学领域里领先地位的作用有联系。说严肃些，这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的历史任务。 

    

    何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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