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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成立撰写《史学概论》课题组，这

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推动力。《史学概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体系、

新发展。该书对加强全国高校历史系师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着重要作用。 

  研究的主要问题和重大成果 

  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成就有目共睹。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广大史学工作者通过认真学习唯物史观，迸发出极大的研究热情，

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这些问题

主要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

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

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为“五朵金花”。另外，范文澜

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3编4册、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等也在这一时期出版。这些

作品集中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3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地

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

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

发展的动力；历史认识理论、历史思维和历史记忆等。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国农业起源问

题；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形态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夏商周断代

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

本特征；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乾嘉学派的评

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属性和历史分期等。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主要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

史命运；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新殖民主义和新霸权主义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

新变化；中国周边国家历史研究；经济全球化、反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史研究；国际文化发展战略问

题；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生

 



态环境史研究；中东等世界热点问题的历史探源等。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

论研究，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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