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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宝贵财富

作者：赵庆云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1年02月24日20 版） 时间：2021-03-02 字号：【大】【中】【小】 【打印】

　　刘大年（1915-1999）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终生不渝坚持唯物史观，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拓荒者，在近代史园地筚路蓝缕开拓耕

耘，孜孜不倦，老而弥笃，著述丰厚，成就斐然。同时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中科院1950年5月率先成立近

代史研究所，承接延安史学机构之脉络，刘大年1953年12月被任命为近代史所副所长，1957年所长范文澜提出希望减轻行政工作负担以便专心

写书，刘大年遂以副所长名义，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小组组长，此后实际长期主持所务工作。他也被视为建国后史学界的“无冕之王”“史

学界的发言人”，参与组织并主导了诸多全国性的史学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居于相当关键的位置，可谓影响甚巨，牵连至广。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的《刘大年全集》，不仅为推进刘大年这一史家个案研究奠定资料基础，更为我们研究“十七年”史学史提供

了宝贵的丰富史料。

　　《刘大年全集》共16册，约680万字，刘大年已发表的著作、论文已作到竭泽而光渔，尽收其中。这对于研究刘大年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成

就，无疑是最基本的史料。全集还收录了数量颇丰的未刊文献。刘大年有很强的史料意识，他精心保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近千件信函手迹，留

下了近50万字的日记手稿，以及大量读书札记、批注，资料卡片等。这些未刊文献涉及诸多著名学者和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也涉及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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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活动，诸如建国初中国科学院初创、三个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历史研究》的创设、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史

学革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开拓等重大学术活动与学术事件，以及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与史学问题的讨论，均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史实记

录，以及相当鲜活的重要历史信息。

　　无须讳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多着眼于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潮，或许一定程度受史料文献局限，往往主要依靠公开出版的著

述，而难以发掘著述背后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例如，范文澜1954年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在中国史学界引起轩然

大波，并引发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1957年初范文澜在北京大学演讲，对尚钺的中国史提出尖锐批评，演讲稿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

1957年第2期。以往不少研究者对此均有所关注，但对相关背景及文外之意难以把握得当。刘大年日记1956年5月5日记载虽仅200余字，其中

蕴含着重要的信息，可以更好了解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论文、演讲中对尚钺之批评的背景及其意旨。

　　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对于史学学术组织管理之展开，史学体制之创建，以及史学活动之进行，则甚少关注。因而其研究视野与

研究深度都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现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向专门化、组织化、制度化与职业化演进，离不开自上而下学科建置的引领与推动，整

体布局、分工协作、资源整合、学术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学术组织工作本应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

史学并非纯粹的书斋学问，而具有相当明显的革命性与实践性品格，仅就学论学，不仅显得呆板，也往往会导致缺少历史感。因而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要向纵深开拓，有必要超越对史学著述作静态剖析的研究取径，而将史家之“学”和“行”结合起来探讨，以“见之于行

事”。通过挖掘动态史实，还原史家著述的语境，阐发其“文外之意”；并更多地关注学术组织与学科建设的具体举措，钩稽学人的学术活动

和相互关系，考察史学研究环境变迁、人才培养机制、学科建设与规划、重大学术工程等影响与制约学术的外部因素。在此基础上，由“行”

观“学”，以“行”论“学”，就可以拓展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复杂的具体面貌。而这一研究取径的重要前提，即

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刘大年全集》对于研究1949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建国初“十七年”史学，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研究者不仅可以从中发现史

料为自己的研究所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日记、书信史料中，亦蕴含着颇为丰富的线索，如果善加开掘利用，还能从中生发出新的问题意

识。例如日记中关于1958年11月赴全国各地参观考察的记载，包括在西北大学、陕西科学院哲学科学所、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西南师范

学院、武汉大学考察的记录，为研究“史学革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线索。有心者可以循此线索，再进一步挖掘相关资料，当可产生新的问题

意识，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的史学形态，其影响超越了史学本身，而及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其重要性自不待言。21世纪以来，史学思想趋于多元，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淡漠，尤其对建国初期的“十七年”史学较为忽视，这

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更客观中允的衡量与评价，是中国史学以更稳健的步伐迈向未来的必要前提。在这种学术语境与学

术背景下，《刘大年全集》的编纂出版，更突显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可以并不夸张的说，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宝贵财

富，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进入其中采掘，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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