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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加拿大史学概述

发布日期： 2015-06-01

 

刘军   《光明日报》（ 2015年05月09日 11版）

加拿大历史发展平稳，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没有革命或内战的曲折和惨痛经历。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两种官方语言、多民族、多

元文化、地方主义等因素内在地削弱了加拿大国家和民族认同。这种情况复杂地反映在加拿大史学中。

 

传统史学

 

    加拿大职业史学始于19世纪末，以1894年乔治·朗担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主任及其于1897年创办《加拿大史学出版物评论》（1920年

改为《加拿大历史评论》）、亚当·肖特于1894年主持女王大学加拿大早期经济和社会史讲座为重要标志。这两位都不是史学出身，朗的专业

是神学，肖特的专业是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可以看出，当时史学与政治、神学和道德的关系密切。

 

    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前，是加拿大传统史学时期。传统史学有重视国家、社会上层人物和政治事件的共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加拿大并

不例外。除此之外，加拿大史学中的一个持久性课题是强调自治即自由在这个国家的扩展，这与其由殖民地走向独立国家的道路是相符的，但

其中也有推崇渐进改革、贬低革命尤其是美国革命的倾向。切斯特·马丁是朗的接班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英语史学家的代表。他认

为，当时英属北美两大殖民地都存在民选机构（议会）与英国任命官员的矛盾和冲突，但它们是以不同方式解决的，这说明自由之路是多样性

的。

 

    同样与国家主题相关，更能代表加拿大史学独创性的学者是多伦多大学教授哈罗德·英尼斯。他从地理和物产入手考察经济，指出加

拿大的开发和存在是其大宗商品产出与欧洲需求关系的结果。这些大宗商品包括鱼、皮毛、木材、小麦和矿产等，一种大宗商品开发让位于另

一种，构成了加拿大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尽管加拿大人种、语言、宗教多样化，但大宗商品等物质性因素决定了加拿大的统一与联

合。“大宗商品主题”在加拿大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这一主题在凸显本土资源重要性的同时，也暗示着土著人、移民劳动的历史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传统史学（主要指英语史学）的国家认同，与其说是对加拿大，不如说是以对英国的效忠来维系的。这并不奇怪，在

1946年《加拿大公民法》出台以前，加拿大与英国公民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居社会主流的英裔认为，加拿大人就是北美的英国人，尽管法

裔、土著和其他非英裔群体并不这样认为。

 

新史学

 

    关于加拿大新史学，很难赋予其一个准确的时间定义。加拿大著名史学家库克称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为加拿大史学的黄金

时代是比较恰当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优秀史学家，如博格、德臣、奈勒斯、芬格特、伯库森等，和一批新史学杂志，如《不列颠哥伦比亚

研究》《加拿大族裔研究》《城镇史研究》《草原论坛》《劳工》等。

 

    新史学的特征之一是史学主题由偏重国家建设转向多样化。当时各种社会运动，如魁北克、土著和其他少数民族意识觉醒、学生和妇

女运动、反战反核运动等，冲击了国家建设主题。新史学有很多特点，如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手段的丰富、研究资料的多样化。但就加拿大

而言，它更意味着，传统史学被无数新史学分支所瓦解和分割，从殖民地到国家的历史，被地区的、城镇的、族裔的、阶级的、性别的历史所

替代。至60年代后期，大多数史学家不再关注国家问题。卡尔里斯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者，他一直呼吁用地区和地方史代替国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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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地方史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地的物产和经济发展状况，联邦体制下的地方自治又强化了地方特

征。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但史学也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地方史对国家建设史而言是碎化，但对众多的新史学分支却是一种局部整合。地方史

有地区（指地理条件相似的几个省）、省、市和乡镇的历史，包含有政治史、经济史、土著史、劳工史、族裔史、妇女史、环境史、城镇史的

内容等。一些史学家认为，国家建设的历史必须以地方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分”并不影响“合”。

 

    草原地区指加拿大中部的阿尔伯塔、萨斯卡彻温和马尼托巴三省，是加拿大的粮仓和能源基地。至80年代，草原地区史才进入新史学

视野，其内容具有加拿大史学特点，是众多新史学观念在草原史领域的实践。草原地区史与族裔史、城镇史、妇女史、宗教史、政治史、政治

思想史、劳工史有关，与环境史、农业史、科技史等交织。

 

    族裔史也是最能充分反映加拿大特征的新史学分支。这里的族裔特指少数族裔，一般不包括英裔和法裔。在60年代以前，加拿大史学

没有关注族裔史，这既有白人种族主义的傲慢，也有认为族裔情结会妨碍国家建设的政治原因。1976年，加拿大族裔研究协会建立以及《加拿

大族裔研究》杂志创刊，标志着这一史学分支的诞生。族裔史内容广泛，极大地填补了加拿大史的空白。

 

    新史学中不乏政治史、军事史和名人传记等传统题目，但由于史学家的观念更新，所以它们在内容上已发生变化，如政治史也包括政

治家的日常生活，军事史包括普通士兵，名人传记中增加了女性的内容，等等。在新史学领域，传统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已经

模糊难辨。

 

重塑加拿大整体的历史

 

    加拿大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联邦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基本同步，其社会背景是：英国在二战后对加拿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大不

如前；加拿大在经济和政治上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但始终没有在情感和价值观上认同美国；加拿大非英裔和非欧裔人口比例大幅增加，土

著、法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这些情况客观上造成了史学研究的碎化和国家认同的弱化。加之一些学者认为，人人皆为历史学

家，每个社区群体都要有自己的“部落记忆”，更使加拿大共同的历史成为难点和各界关注的焦点。1998年，J.L.格拉纳斯坦发表《谁杀死了

加拿大的历史？》一书，集中反映了对新史学过分强调族裔及其文化多元化的不满和质疑：国家建立在公民个人之上，不是建立在族群之上；

文化认同不能与国家认同相矛盾。

 

    事实上，在加拿大很难有得到普遍认可的历史叙述，英语与法语史学之间的交流很有限。加拿大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级历史博物馆。

直到2012年，联邦政府决定将加拿大文明博物馆改扩建为加拿大历史博物馆，新馆将于2017年落成，以纪念加拿大建国150周年。历史博物馆的

一个重要任务是整合各地历史资源，展示加拿大历史的整体和全貌。

 

    联邦政府要以150周年庆典增进国家认同，从2012年至2017年，每年推出若干有助于国家建设或值得加拿大人自豪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

为纪念活动。此外，设立加拿大历史政府奖，奖励对国家建设历史命题论文评比中的优秀高中生和针对相关命题写出优秀教案的中学历史老

师。从2013年起，将每年7月1日-7日定为“加拿大历史周”，便于加拿大人了解自己的历史。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节，“加拿大历史周”始于

这一天的意义不言而喻。哈珀政府以历史资源促进国家认同的措施力度是空前的。

 

    概言之，加拿大的传统史学基本是英裔和法裔的历史，新史学展示的是多元文化的历史，其后的史学则试图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加拿大

整体性史学。然而，如何写出一部令加拿大人普遍认可的整体史，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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