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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科终于成为一级学科，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发展良
机。这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我们所有世界史同行的一件大喜事。在这种形势下，武
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不失时机地举行“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来自全国
的世界史的专家们欢聚一堂，共同研讨世界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前沿问题，是十分必要
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我的研究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现在又开始涉足
中外边界与海洋史的研究领域。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谈对世界史学科建设、重点
是世界史研究的若干想法和建议。 
 
  严格说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起步的。上
世纪６０年代，以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世界史高校教材《世界通史》，是
由众多学者参与的、有中国学者自己的史学观和世界史体系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开创了
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世界通史》的问
世，培育了几代世界史学人。但那时，世界史教师人数有限，外文资料严重缺乏，专题
研究才刚刚起步，便因“文革”发生而止步。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的改
革开放，打开了国际交流的大门，世界史学者才得以走出国门看世界，才拥有了一批外
文资料，对国外研究状况才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蓬勃兴起，
世界史的各类学会也就应运而生。各类世界史学会的成立，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史研究
的发展。应该说，上世纪８０年代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高潮期，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
累。到９０年代，由于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各类新专业如雨后春芦笋般纷纷涌现，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史学越来越边缘化，导致史学日渐萎缩，进入了低潮
期。那时，教育部采取措施，以人才培养基地的名义给部分高校历史系一些扶植 措 
施，才 遏 制 了 史 学 的 进 一 步 萎 缩。到２０００年后，由于国家实施了“２１
１”、“９８５”工程，一部分高校的史学因得到了支持而恢复了元气，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势头。但从全局看，史学还未完全摆脱低谷时期。世界史的衰退尤为严重。现在，
世界史已成为一级学科，迎来了发展的最佳良机。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史学科应当如何
建设呢？世界史研究，我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世界现代史研究，应该如何开展呢？我想用
五个字来表述，就是“大、特、深、广、宽”。 
 
  第一是“大”。所谓“大”，即壮大队伍。学术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学术队伍
人数过少，学科建设就是空话。我们现在的世界史专业队伍，在高校是按二级学科组建
的，人数普遍偏少，只有少数高校人数达三十人以上。一般说来，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的一级学科人数须达到三四十人，才能重点建设三个以上的博士点。为此，世界史作为
一级学科建设，人数应达到三十人以上。有条件的重点高校还应达四十人以上。 
 
  第二是“特”。所谓“特”，即有本单位的特色。世界史领域十分宽泛，一个人穷
其一生也只能研究一两个问题，一个单位的世界史即使有三四十人，也只能研究几个领
域。为此，作为一个单位的一级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应选择几个领域，有计划地配置
团队，形成优势和特色。面面俱到，就难以形成团队，难以形成优势，难以体现特色，
就难以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影响 
 
  第三是“深”。所谓“深”，就是选定领域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要入木三分，不能
蜻蜓点水。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史研究，从断代到专题，从地区到国别，从宏
观到微观，进行过地毯式搜索，凡有条件的课题，都有人进行过初步研究。现在，老一
代学者陆续离开了学术岗位，中青年学者成为了研究主力。我们现在的研究不是重复前
人的研究，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以深入研究。这就是学术创新。创新就有难
度、有风险，但不创新，就不能前进。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档案资料都已公布，而出
国的机会又很多。我认为，世界现代史研究迎来了又一轮发展良机，我们应充分利用这



一机遇，将研究推向深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已
就二战的起源、进程、结局做过系统研究。那么，二战史还需不需要深入研究呢？如何
深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尚
未公布，中国学者只能借鉴外国学者的成果做学问，虽有很多成果问世，但由于档案资
料的不足，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到２０００年前后，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
相继公布，不仅出版了纸本的档案资料，而且还出版了电子版的资料，为二战史的研究
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既可以对老课题进行深入的再研究，如二战起源的再研究、战
时国际关系研究、反法西斯联盟研究、法西斯同盟研究、二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二战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又可以开拓新领域的研究，如二战与战后和平研究、二
战与战后国际秩序研究、二战与战后发展研究、二战与战后改革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
社会转型研究等等。总之，能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很多很多，世界史其他方面的研究课题
也会更多。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二战史研究方面，不是缺人，而是缺资料；现在是不缺
资料，但是缺人。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世界史学术队伍人数太少，这是我们在进行一级
学科建设时需要考虑和弥补的。 
 
  第四是“广”。所谓“广”，就是指研究范围要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大约是
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未得到充分
发展的基础学科。”现在，我仍然是这种看法。我国是一个开放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当
我们面向世界发展时，首先面临的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然后，才能融入世界、改变
世界。世界史研究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同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尤其是对外经济交往速度相比，世界史研究明显滞后，未能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
对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当今世界是信息时代，地球已变成地球
村，地球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会牵动全球。我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越来越多
的国际事务。我国的外交、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为此，中国必须对地球的每个角落都
要了解。即是说，我们的研究范围必须要覆盖到全球的每个角落。要完成这一战略任
务，仅靠现在的世界史科研队伍是不够的，还要借一级学科的东风大力“扩军”，在全
国形成一支强大的世界史研究队伍。 
 
  第五是“宽”。所谓“宽”，主要是指研究范围要扩展到交叉学科领域。当今世界
上的重大国际问题研究都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完成的，都是由多个学科共同完成的。许多
问题甚至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能完成的，还要和自然科学交叉合作才能共同完
成。我举一个例子，２００７年，武汉大学组建了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它是由国际
法、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贸易、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宗教
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文科学科，及测绘、遥感、地理信息、制图、资源环境、水利水
电等理工学科，共同组建的综合研究平台，主要研究各国的边界与海洋政策、中国的边
界与海洋争端、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能源、跨界河流管理、跨境合作、边界管
理、边疆治理等问题，为国家的边海事务提供服务。我负责这个研究平台的组建和运
行。这是我们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是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困难很多。但一旦进入这
个领域，我发现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我们研究历史的在其中大有作为。如中国及外
国边界史、中国及外国海洋发展史等等，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可谓是尚未开垦的处女
地。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能找出成百上千的课题。同时，还将史学的另一功
能———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功能———也体现出来了。又如，我参加了２０１０年
８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２１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水”，即水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当今世界水资源严重匮乏、环境日益恶化、人居条件越来
越严峻的形势，敲响了警钟。过去，我们将水问题看成是水利水电学科研究的对象，文
科很少有人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就更少了。现在，国际史学界已高度重视水问题，但我
国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反应。最近，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在策划跨界水资源管
理与开发研究课题，梳理过去的项目时，发现涉边的项目几乎都是技术性的，对国际水
法、国际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外关系、中国外交等方面项目很少，不是不需要，而是
很需要，只是我们文科的学科、包括历史学，尚未进入这些领域，造成文理脱节，而不
能发挥文科的作用。我讲了这些例子，是说明在交叉学科领域还有历史学的阵地，我们
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努力在交叉学科领域做出历史学新的贡献。在这里，我还想强
调一点的是，世界史的主要功能是传承历史文化和学术，但同时，我认为还具有直接或
间接地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些功能大多体现在交叉学科领域里，这是我们过去比较忽



视的。今后，我们也应充分发挥世界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扩大世界史的影响，促进世
界史学科的发展。 
 
  总之，我们如果能在“大、特、深、广、宽”五个方面下工夫，我国的世界史学科
建设和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再上一层楼。以上意见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仅供参考，欢迎
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原系在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９日由武汉大学举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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