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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第四届史学理论研讨会召开

作 者： 陈于武     发布时间： 2004-11-2 16:11:03 

    2004年10月23至24日，由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主办、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史
学理论研讨会”在广东珠海市召开。会议围绕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
学各学科的前沿问题及热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朱佳木出席会议并讲话。 

     朱佳木首先分析了当前国内史学界面临的新形势。他说，自从2002年我院第二次史学理论研讨会
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出现了非常好的形势。江泽民同志连续三次发表关于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
科学的重要讲话，并视察了我院；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并启动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胡锦涛总书记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
史、世界史，并反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党报党刊也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些，为包括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指明了正确
的发展方向。 

     朱佳木指出，在看到大好形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史学界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
如，有人攻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地位，否定建国后史学界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有人以研究历史为名，肆无忌惮地丑化人民革命的历史，诋毁社会主义建设
的历史成就；有人曲解学术创新，把创新当成是简单的翻案，甚至把已经被前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颠倒过来的对历史的唯心主义传统见解又重新颠倒了回去；有人学风不正，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虚华
媚俗，或盲目推崇和照搬国外史学流派的观点，或抄袭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另外，社会上仍然存在对
历史教育不够重视的情况，史学界内部也存在学科之间不相往来，以及研究与教学相互脱节的现象。 

     朱佳木强调，我院的史学研究机构学科设置齐全，研究力量雄厚，面对史学界出现的新形势、新
问题、新任务，理应有所作为。要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光荣传统，结合人类社会新的实践和科
学技术新的发现，切实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同时，旗帜鲜明地捍卫
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分清史学
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史学从来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就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欲灭亡中国、今天陈水扁之
流搞“台独”，都在历史上大做文章。前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教训，也在于否定自己的历史。因
此，对于学术性质的问题，应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对于假借历史研究之名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之实的
错误言论，则应给予理直气壮地批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本学科研究工作的指导，带头在史学界树立
刻苦、严谨、扎实的学风，锐意进取，潜心钻研，努力多出有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的学术成果。要
加强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西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的研究，分清其中有益的可资借
鉴的部分和消极的应当批判的部分。要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把学术研究同国家的前途、
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自觉地用历史研究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规律、为三个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要打破历史学领域内部的学科分割，加强历史
学科的各分支学科之间、历史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以及历史研究与教学之间的联系。我院的史学研究
机构应扩大交流，整合资源，发挥综合优势，使我院成为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基地。 

     研讨会分别由科研局副局长庄前生、近代史所副所长步平、科研局有关处室负责同志主持。来自
考古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边疆史地中心、当代中国所、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和
学者20余人出席会议。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1月16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