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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晚清史学科 完善近代史学科建设

作 者： 李细珠     发布时间： 2004-3-1 11:2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晚清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2002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了“晚清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者围绕晚清史学科建设的理论依据、学科建设

的可行性及其研究方向三个中心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建立晚清史学科问题上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一、建立晚清史学科的理论依据 

     此次研讨会起因于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研究方向的学科定位问题，即是继续维持原有的中国近代政治史（1840~1919）学

科，还是正式建立晚清史（1840~1911）学科。对此，研究室主任姜涛研究员认为，中国近代史原仅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

的80年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研究者已一致公认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伸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即从80年扩展为110

年。近代政治史室设置之初，其主要研究方向为1840~1919年间的政治史，但随着近代史下限的后延，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已失去其学

理上的依据。他表示赞成向“晚清史”的方向发展，主张建立以晚清政治史为主的晚清史学科。他指出，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划分，

虽然对于中国革命史来说依然有其生命力，但从近代史研究的全局来看，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王朝的覆灭为界，也就是按晚清史

与民国史的断代分界，则更为合理。晚清史既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清代前、中期史形成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朱东安研究员也认为，建立晚清史学科比原来的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更好些。原有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基本上是革命史的体系，对革命

派研究较多，对其对立面研究较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从近代政治史室的历史渊源上看，原来主要是以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为重点，

后来逐渐转向清政府与统治阶级、集团、人物的研究，事实上业已经历了从中国近代革命史向晚清史的转变。 

     刘小萌研究员着重从清朝史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建立晚清史学科的依据。他认为，以往人们习惯上的“清史”，主要是指清前、中期

史，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部分被划归近代史。这样的划分，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腰斩”了整体的清朝史，各种清朝史著作多头重

脚轻，一些历史基本线索的表述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使得“清史”学界与“近代史”学界相当隔膜，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制约清朝史

研究的瓶颈。这种现象，不仅在国内存在，在国外也存在。因此，建立晚清史学科，可以为研究“清史”的学者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

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以便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二、晚清史学科建设的可行性 

     姜涛认为，从近代史所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虽然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与经济史、文化史等学科一样有其继续存在的依据，但同时又与

其他学科，如同样以政治史为主的民国史之间存在学科交错而难以分工的问题，组建以政治史为主的晚清史学科，可以避免这些矛盾。它

可使近代史所学科建制更趋合理：既有断代的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学科，又有一些专业特色极为鲜明的专门史学科。而从近代政治史室的

研究力量来看，转为以晚清史研究为主，也具备相当有利的条件。 

     赵云田研究员认为，晚清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过渡时期，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环节。晚清史有着极为重要的相对独立

地位，但目前国内没有专门的晚清史研究机构，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多是从近代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看似不少，实际上完整的晚清史力

作极为缺乏，因此建立晚清史学科很有必要。 

三、晚清史学科的研究方向 

    张小林研究员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王戎笙先生主编的十卷本《清代全史》中，嘉道以后的晚清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果现在建

立晚清史研究室，再花10年左右的时间，吸收近20年的新成果，可以写出一部有份量的晚清史。 

    赵云田认为，晚清史研究室组建后，可以组织力量编撰晚清史学术专著，进行大型清史编纂工作，为国家文化建设作贡献。 

    也有学者建议，条件成熟时可创办一个不定期的晚清史“研究”或“论丛”之类的学刊（或年刊）。 

    近代史所所长张海鹏研究员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简要地回顾了近代史所研究室建制演变的历史以及各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他指

出，晚清史研究一直是近代史所的一个重要传统，几十年来研究所涌现出许多晚清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并发表了大批有份量的晚清史研究

论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外界的一些人并不了解这些清史（主要是晚清史）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建立晚清史学科，组建晚

清史研究室，既可消除外界在这方面的误解，也便于进一步加强与清前、中期史研究者的对话与合作。大型清史的修撰离不开近代史所的

晚清史研究力量。 

 

 

文章出处：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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