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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1989年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上）

  

中国人对美国史的介绍和研究，经历了几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在20世纪前半叶，国人对美国历史的学术性介绍，虽

然大多带有编译的性质，但亦已显示在关注重点和解释框架方面的特色。1949－1978年间，一些学者在美国史研

究中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但由于受到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现实需要和苏联学术的支配性影响，也存在突出的局

限。1979年以后，虽然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观念转换和探索勇气方面，较之其他学科显出许多不足，但受“改

革开放”政策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加上国际学术交流所带来的冲击，美国史领域也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如果以1989年为界将1979年以来的美国史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则前一阶段乃是一个风气初变的时期，在后一阶段

则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总体特征而言，这个时期的美国史研究和以往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研究者怀着对中国

现实问题的极大关切来探讨美国历史经验，力图用自己关于美国史的知识和解释来服务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国际交

往。这种特点也可见之于世界史的其他领域，而在美国史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一、概况分析 

 

  关于国内美国史研究者 的数量，一时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一直保持在300人 左右，

有的学者据此估计，“现在全国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者约有四五百人，其中大多数具有高级职称”。 不过，在对

研究者的人数作出估算之前，必须对有些情况加以说明。首先，并非所有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都加入了中国美国史研

究会，而该研究会的许多会员也不是职业的研究者，其中有不少人是业余爱好者和研究生。研究生尤其是一个变动不

居的群体，他们在就学期间结合专业学习而发表习作，但多数人在毕业后便不再从事美国史研究。其次，在专门从事

研究的人员中，有一些是研究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学者，有少数人兼跨几个领域。还有一些则是世界近现代史

方面的教学人员，在美国史方面不过是偶一为之。另外，如果要对研究者的人数作出相对准确的估计，必须尽可能地

对1989－2000年间发表美国史论著的作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就目前所收集到的59种美国史专著、教材和

文集而言，其作者仅为41人（指第一作者或主编者），也就是说，这十余年间仅有40余人出版了美国史方面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