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中心概况   重大项目   科学研究   学术会议   中心简报   史家史书   学术交流   读史札记   English 

认识过去 开创未来——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综述 

    “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于2001年11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何兹全、何兆武、齐世荣、林甘泉、龚书铎、刘家和、

王桧林、庞卓恒、苏双碧、陈启能、王思治、施丁等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共8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心主办。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作了题为“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题发言。二十余位与会学者主持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大家畅所欲

言，讨论十分热烈。有许多发言引起与会学者的共鸣；对于某些问题的不同认识，也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根据与会学者提供的论文、论文提要以及

会上的发言，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唯物史观的探讨。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如何认识唯物史观自然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

题。有的学者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那种认为唯物史观“最基本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

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曲解造成的问题；进而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性。有的学者认为，要以科

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并提出自己对唯物史观基本理念的理解。还有的学者考察了马克思研究社会史对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认为这对正

确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很有必要。此外，对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的检验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针对目前有一种把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视作“保

守” 的观点，不少学者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唯物史观包含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唯物论，一个是辩证法。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是革命的。

唯物史观与陈旧、保守是对立的。讨论中还对出现这种观点的原因作了分析。与会学者还探讨了唯物史观与其他史学理论的关系，指出不能把唯物

史观与其他的史学理论对立起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之所以能在19世纪产生，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条件为这种理

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各门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优秀成果的结晶。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能将它封闭

起来，只有不断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才能使它永葆青春。对于西方的史学理论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应该重视鉴别和吸收，不能不加区

别地一概接受或一概拒绝。 

    第二，关于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关于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有的学者把唯物史观与当今几种主要的西方史学理论作了比

较，认为唯物史观在理论、方法上都是其他史学理论所无法企及的。有的学者说，唯物史观是一种有效的解释历史的方法，它并没有过时。由于具

有合理性，现代西方史学总是利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或与唯物史观近似的观点来观照世界历史，只是他们从不明言而已。有的学者结合自己

的专业论述唯物史观的价值，认为近来一些学者借鉴西方史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中国历史，这当然是有益的。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的

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也不可能被取代。针对学术界有人推崇“文化史观”的现象，有学者提出反证：

既然认为曾国藩的湘军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儒学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胜利，那么同样是崇尚儒学文化的清政府，在同一时期，为什么却

打不赢地道的基督教文化的英法联军？看来文化史观把文化作为历史的中心，认为文化可以起决定作用，并不能正确地指导历史研究。 

    第三，对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关系的反思。对未来史学的发展进行展望，必然要对过去史学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不少

学者着重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学者从总体上论述这一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

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这个认识得到与会者的赞同。有的学者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阐述了20世纪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的联系，认

为研究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方法应当是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史的主要方面应当是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评

价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十七年历史研究虽然走过了曲折道路，但是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出现了积极向上的学术空气，在通

史、断代史、专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历史文献整理、资料建设、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斐然。另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的史

学完全服从于政治，无学术独立性可言，阶级斗争观点被认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这一时期的史学与文革时期的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他如探讨

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传统，回顾上古史研究从疑古到走出疑古的几个发展阶段，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唯物史观与中国民族

史学研究等，对深入反思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认识唯物史观的重要价值也很有意义。在总结史学发展的教训时，往往涉及到历史研究与社会现

实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过去的历史研究受政治影响太深；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不利于史学的健康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史学经世，这是中

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史学不关心现实，必然被社会所抛弃，是没有前途的；史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政治史，但政治史应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还有的学者说，就现实而言，我们应该坚持史学经世的方向，但不主张政治等同学术，要尊重史家独立的学术研究。 

    第四，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与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少学者的感受。对此，有学者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受

到挑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目前对唯物史观体系自身认识的问题，又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

深化和发展的问题。也有学者强调指出，在新的世纪，深入研究并科学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回到马克思”，澄清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

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还有的学者指出，“回到马克思”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创造性地运用它、发展它。面

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向的事实证明了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历史学要适



应时代，就必须开阔视野，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历史。还有的学者说，在新世纪，中国史学要融入国际史坛，要让国际上的同行更多地听到中国史

学家的声音，更多地看到中国史学家的成果，要加强与国外史学界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史学并推动国际史学的发展。关于当

前史学的多元化趋势和唯物史观的指导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与史学多元化的发展并不矛盾。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

缩小唯物史观的影响。关于唯物史观在21世纪中国史学的前景，有的学者充满信心地说：“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人类社会历

史实际认识的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回来，为史学家所接受”，因为“真理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前，是打不倒的”。 

    这次研讨会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充满科学探索、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同观点的争论都是在认真切磋的氛围中进行。研讨会既总结了刚刚结

束的20世纪中国史学之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又为开创21世纪史学新局面作了必要的理论上的促进工作。与会学者的共同收获是，把长期感到困惑的

问题提出来了，通过相互交流和探讨，认识有所明确，信心得到增强，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许多学者表示，希望以

后继续举办类似的研讨会，为大家提供交流思想的机会。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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