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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

及其研究实践；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

响。大批苏联史学家的名著被译成中文出版，成为高校历史系的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历史研究》

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

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

出版社，1959年）等文集。 

  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强调，实现中国历史学规划，必须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当务之急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这是重中之重。1983年4月召开

的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大会强调：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

会历史的学说中，唯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

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指导下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并作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自20世纪80年

代中期开始，迄今已召开了1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

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

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球化与全

球史、中国世界史研究体系建设、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新世纪唯物史观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展开热烈的讨论，从理论与实践、历

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机构、刊物等也得到不断发展。比如，1986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史学理论研究室，不仅承担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而且培养研

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硕士、博士生，接收博士后科研流动人员。1992年，《史学理论研

 



究》杂志创刊，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阵地。1993年，中国史学会史

学理论研究分会成立。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其宗旨是在唯物史观指导

下，开展中外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促进我国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理论。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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