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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为了提高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特别是博士生毕业论

文的写作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应该阅读所研究的国家的语言的有关文献，不能只用翻译过来的

文献（一般英文居多）；应该阅读有关原始史料，不能只以二手的研究著作为依据；论文应该有所创

新，不能只是重复别人早已得出的结论，这就要求必须熟悉前人在这一领域做出的成果，站在研究的

前沿。虽然这些措施对论文的写作增加了难度，但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正在稳步推行。我认为，

这些措施，是提高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十分必须的，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是恰当的。为了使大家对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一定了解，追述一下历史还是有好处的。  

    

我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到现在大概可以说是经过了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是我的老师那一辈人，

他们对中国的学问都有深厚的修养，以后留学欧美或日本，也受到现代的正规教育，所以都是饱学之

士。但是归国之后，他们大都没有去研究世界史，而去研究中国史。他们一般只在大学里教教世界史

（那时名西洋史），用几本西方的教材作为参考。因为他们知道，在旧中国，根本缺乏研究世界史的

条件，没有基本的图书资料，谈何研究呢。  

    

我们这一代学人，可以说是第二代，基本上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有一些是留学苏联、东欧等国的

留学生，还是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不过当时的留学政策主要是培养大学生，很少培养研究生，所以他

们的研究训练是不够的。更多的第二代学人是像我这样的情况，学习时没有出过国门，而且也大都是

大学生，很少研究生，基本训练比较差。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年代，大部分是在下厂下乡，斗私批

修，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教学与研究反而成了副业。而且当时基本上是闭关锁国，和外国没有

接触，得不到有用的图书资料，所以总的说来水平比较差，没有达到研究的水平（也许个别的特出贡

献者例外）。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贡献，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开始有了

断代史（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和国别、地区史的分工，有了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和若干史料集，

也初步进行过探索性的研究。  

    

现在活跃在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是第三代学人，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中有一批人在国外受过

严格的训练，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受过正规的研究训练。这一批人，语言功底好，不但能通晓当

代外语，而且我们也有了一些掌握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赫梯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的专

家；他们也了解外国历史的研究情况、学术理路、学科动态，和国际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时，现

在的研究条件已经大有改善，图书资料的建设比过去大有改进，到国外去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请外

国学者前来讲学、开会讨论都不是难事。所以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可说成就最大。



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也出现了一些真正从原始资料出发写成的著作。通史、各种断代史、专门

史，更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我国的世界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期。  

    

但是，如果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放在世界史坛上考量，则实在没有多少份量。我们既缺乏一流的学

者可以和所在国的学者进行对话，也没有发生世界影响、广为外人征引的一流研究著作，在世界史坛

上听不到我国世界史学者的多少声音。这样的状况，如何能使我们这些世界史工作者安心呢。我们不

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吗？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历史系，一流的世界史，但我们世界史的现状，

则确实与之相距甚远。当然，这种落后状况，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我们的落后，应该从清朝算

起，少说也有二百多年了。道光帝连英国在那里都不知道，那里还谈得上研究外国的历史。如果再不

急起直追，则这样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因为你研究外国，本来就隔了一层，文化的沟通是相当困难

的。再加上图书资料的缺乏，研究手段的落后，困难将会更大，如何追赶呢。  

    

更有甚者，虽然世界史在我国是一个小学科，不为领导所重，亦为流俗所轻，易于保持一片学术净

土。但在整个学术界浮夸盛行、急功近利的情况下，也难以独善其身。只求数量，不问质量；改头换

面，重复制作；甚至抄袭作伪者，也不是没有。我感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有不少世界史工作者，已

经习惯于在别人的二手材料中打圈子。阅读几篇外文文献，甚至是老掉牙的文献，即可敷衍成文，既

无新材料，也无新观点，一样也是研究成果；还有，就是近来外国历史的著作翻译了不少，方便检

阅。其中一些翻译确是上乘之作，但也有不少是“雇佣”研究生的急就章，难以卒读。奇怪的是，譬

如，古典作品的翻译，应该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也不是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作为一种文化建

设，大可以从容进行，选择通晓古典希腊拉丁人士，精雕细刻。可是现在却大有一哄而上之势，竞相

从现代外语的译本转译，这是为了提高文化，还是为了什么？  

    

现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是知难而上，勇攀高峰，向世界一流

挺进呢？还是就搞“中国的”世界史，轻车熟路，一直当外国人的二传手呢？  

    

从我们北大历史系这几年的举措看，我们的世界史同人（包括教员和学生），选择了一条艰苦卓绝的

道路，奋力前行，正努力在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基本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虽

然这也是十分困难的。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第一，一定要把语言文字的基本功搞好。要通晓所研究国家的语言，还要通晓国际上学术界通用的语

言，所以现代语言就得掌握两三门。如果是研究上古、中古史，花费在语言文字上的工夫还要多。如

以我知道的英国中古史说，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文献，用的是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可说完全不同。

诺曼征服后，用的是中古拉丁和古法语。十四五世纪，用的是一种中古的英语，也还要重新学习。如

果你要阅读手稿，那还有一些当时的书法规则要学习。所以真是使人望而生畏。不过，话又说回来，

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语言的训练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多了。出国以后，有的已经基本完成了

这方面的训练。在本国成长起来的教师，这方面的训练也相当不错。有的学生，在中学里一门外语已

经学的很好，有了前进的基础。把一门外语学好，自可触类旁通，多学几门。就是要横下一条心，乘

年青时努力就可以了。我系近几年来已经开设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拉丁语多种课程，学习希腊、

拉丁的学生已经有相当一批人，有的已经学的不错，当然还要继续努力。  

    

第二，就是要从原始资料入手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起码要求。但从我国世界史的图书资料

建设来看，这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我们在这方面的欠账太多，是从清朝起欠下的，１９世纪西方

逐渐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学，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出版史料，但那时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余钱买书



呢。后来的国民党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代，都没有买过大批的外国历史图书。我时常说，就如

同我们连《二十四史》都没有，如何研究中国史呢。所以，首先的要求是教育部、学校，舍得为文科

花钱买书，要像为理科买仪器设备那样，百万、千万美元地花，一年图书馆只有十几、二十万美元买

书，可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固然现在网上资源很多，但是像历史、尤其是上古，中古史这

样冷僻的学科，其原始史料上网的是十分少的。买书还是主要的。  

    

上面的买书要求有点像“天方夜谭”，是将来的事。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多买些

书。北京大学图书馆买书的渠道，还是比较多的。这几年来，拿我们中世纪史来说，我们还是买了大

部头的一些史料书，如希腊、拉丁的《教会文献大全》，《德国文献集成》，《基督教作者文集（希

腊编）》和《基督教作者文集（拉丁编）》。还有英国的大型文献如《维多利亚郡志》，《英国传记

全集》，并且比较成规模地购买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作品的英文翻译版本，其中有些文献还购买了或

准备购买带有搜索引擎的光盘版或电子数据库。我们还准备购买的有《英国中古编年史全集》和《英

国财政署档案》等。至于近、现代史的史料，亚洲国家的史料，我想还是可以找到不少的。问题是现

在的图书馆，很难照顾到我们这些学科的图书，所以你需要时常给他们开书单，请他们购买。我发现

我们世界史的老师对这项工作积极性不是很高。必须把它当作一项大事来进行，天长日久，自然有

成。当然也是要花不少时间的。  

    

阅读原始资料，从中寻找有用的材料，确实很费工夫。许多东西念下来可能一无所得，不如念别人的

研究著作来的快。可是如果你老是在别人的著作中兜圈子，最多也只是重复别人的一些看法，介绍别

人的一些观点，不可能有创新性的成绩。我们的世界史也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当然，写论文也要积极吸收人家的研究成果，利用二手资料。西方对自己的历史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已

有几百年历史，成果很丰富，我们大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例如，坎贝尔最近写的一本《英国领主农

业》，用了六千多个庄园的账目，做成数据库，计算出英国中古的农业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

产率），亩产量，牧业生产率，农、牧业比重等一系列数字，我们当然可以采用作为资料。利用二手

资料，注意的是要引用权威性著作，而且是新成果。不要把已经过时的东西还拿来当自己的发明。这

就要求对有关的史学史知识有系统的了解。  

    

总的说来，无论是基本功的训练，还是原始资料的收集，在我国国内是不会完成的很好的。所以我们

还是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到相关国家的学术机构、学校去访问、学习、进修。这在今天也不是太难

的事，问题是你必须在国内做好准备，语言和学术的准备要十分充分，否则事倍功半，劳而少功。  

    

第三，有了基本的语言训练和学术素养，也有了充足的图书资料，这是研究世界史的前提条件。但

是，要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搞上去，真正成一家之言，成一个流派，到世界史坛上和权威学派一争雄

长，一较短长，那还有更艰苦的路要走。因为，近代以来，欧美的发展在世界上一直走在前面，所谓

近代的社会科学，是从西欧发源的，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是从西欧开始的。他们结合社会学、

经济学、法学诸学科的成就，研究历史的规律性现象，使历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迄今

为止，史学上可称之为规律性的东西，包括各种概念、定义、范畴、社会分期以及发展规律，都是来

自西欧的。是根据西欧的历史实际得出的。我们要研究外国的历史，第一步当然是要向人家学习。可

是不要忘记，学习的结果之一，往往就是你被人家的话语霸权控制住了，只能鹦鹉学舌，说着人家的

语言，重复人家的理论。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一些合资企业一样，你只是别人品牌的廉价加工厂，没有

自己的品牌。  

    



要知道，欧美的史学理论当然有合乎规律的真理，但是也有不正确的、对历史真实的误解和曲解。其

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强调西方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西方之外所没有的，因而你就是一个另类，你

就是不发展，最多你只能是发展中的。而这种发展也是西方赐予的。任何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当然

都是独特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种独特性在西方历史上的表现。我希望我们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们，能

够了解到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世界史，去研究欧美的历史。要用批判的眼光，

审查他们的理论体系与观点，不要认为外国人说的都是对的。目前是“西风劲吹”的潮流时常阻挡我

们的视线，容易让我们在别人后面爬行。但搞研究就是要有标新立异的精神，所以我希望同志们要

“标自己之新，立外人之异”。过去有的同学问我，说我们连学还学不过来，如何能标新立异呢。我

想有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用我们东方的历史作为参照系，看看究竟它为什么不同于我们，是真不同

还是假不同，自然会有启发性。从这个意义上，我曾经试图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看待西欧史，试  

图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们这一辈人基本功不好，难说有什么建树。  

    

我希望我们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同学们，和全国的进行世界史教学、研究、学习的同志们，从

基本功锻炼做起，努力拼搏，奋发向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当然要相当长）工作，建立起我国的世界

史的学派，在国际史坛上树立起我们自己的旗帜，在解释、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上做出我

们自己的贡献。  

［本文是我在纪念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建立１０５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前半部分，是针对我们历史

系的情况说的，现略加修改，予以发表，也许对其他研究世界史的同志有点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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