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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中国文化纷繁鲜活的生命样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就所
在。划分区域、断代或专题，是这方面研究的几种主要形式。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风俗习惯、人文传统特色鲜明。区域文化史便是针对这一历
史现象而出现的专门之作。黄河、长江是孕育中华儿女的两大母亲河。从大的流域区着
眼的《长江文化史》⑤和《黄河文化史》⑥是区域文化史研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成果。
特别是《长江文化史》，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一元论”。“过去说起中国历
史文化，总是讲黄河流域是文明的摇篮。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
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李学勤分析了这种偏见产生的
历史原因，他认为，现在是打破这种偏见的时候了。这是因为，考古收获已经证明：早
自史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其发达的程度已使许多
人深感惊奇；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从上古到三
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并未间断，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以致长江
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都出乎人们意外；中原王朝在许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
南方还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⑦ 

以政治行政单位为范围的区域文化史研究成就颇丰。这一类研究在立意方面，有两种
思路：一种是依据古代某一时段的区域范围，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齐鲁文化通史》(8
卷)。⑧另一种是以当下行政区划为依据，回溯该地区的文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长江文化史》，李学勤等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黄河文化史》，李学勤等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李学勤：《长江文化史》序言。 

⑧安作璋等主编：《齐鲁文化通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 

  
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湖北文化史》。①前一种思路，要决定写到什么时候为止
的问题。《齐鲁文化通史》的总序论及齐鲁文化的界定时说，作为《通史》研究对象的
齐鲁文化，包括(一)先齐、先鲁文化；(二)先秦齐国与鲁国文化；(三)齐鲁地域文化。
立足于这一理解，该书以1949年为时间的下限。这种写法将齐鲁文化与山东文化打通处
理，自成一家之说。但是严格考量，似乎有将齐鲁文化本身与其影响混为一谈的嫌疑。
同样的疑问还出现在其他类似的著作里。如讨论楚文化的著作，也存在将楚文化的影响
视为楚文化的“流变”的问题。而后一种思路，要决定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问题。《湖
北文化史》从宋代开始写起，对于此前的有关内容均作为“历史的遗产”，在文学、艺
术、学术、教育等各篇之首予以简略的交代。这种写法当然有其道理：“湖北”之称
谓，始于宋代。但是，这样的处理方法也很容易引起专家的质疑和批评。 

    笔者以为，将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列国文化视为严格的自成体系的区域性对象是适宜
的。在这方面，1996年问世的《楚学文库》的处理方式值得肯定。《楚学文库》18部，
分专题成书，各论楚国的历史、楚文化的南渐与东渐、楚国的简帛文字、哲学、经济、
文学、艺术、风俗、城市建筑乃至青铜技艺、纺织服饰、矿冶髹漆、货币等。正如《文
库》编委会在编者献辞中所说：“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非仅一斑，而
足使读者获睹楚国历史文化的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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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断代研究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
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文化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富。2007年，东方出版中
心将其中的优秀之作汇集而成“断代文化史系列”，成套推出。它们是：吕文郁著《春
秋战国文化史》，熊铁基著《秦汉文化史》，万绳楠著《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孙昌武
著《隋唐五代文化史》，叶坦、蒋松岩著《宋辽夏金元文化史》，商传著《明代文化
史》。这些著作首次问世的时间先后不一，但此次作为丛书整体面世，给人新的感觉。
美中不足的是，丛书缺了一头一尾。前面差夏商西周文化史，后面差清代文化史。期望
在作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明显的缺憾能够尽快得到弥补。 

    断代的文化史研究，精要在于揭示一朝一代的文化“精气神”，而不在一般罗列可
归于“文化”范畴的种种诗文作品、工艺技巧。上面提到的商传著《明代文化史》，便
是成功的范例。例如书中对于明初“求大”的文化定式的分析：“明成祖比前人更加追
求官文化的宏大，在他的心目中，大，才算是大混一之时的一统之制作。我们很容易在
明初找到许多这类的例子，除去《永乐大典》之外，还有郑和的航海、北京城的修建以
及那块巨大到始终未能树立起来的孝陵石碑等等。”②此外，商著认为“明代既是传统
文化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传统文化注人了新内容的转变时期，是一个传统文化没落的时
期，或者是一个化腐朽为新奇的时期”③，确系关于明代文化的精准的历史定位。按照
揭示一朝一代的文化“精气神”这样的标准来检索30年来的断代文化史著作，除了被收
入上述“断代文化史系列”之外，可圈可点的著述还有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
大学出版社，1985)，徐连达的《唐代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姚瀛艇的《宋
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南炳文的《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大交
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汪林茂的《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 

    史学界一般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就“断代”而论，鸦片战争没有
“断”开清代的历史，却成为中国历史的古代与近代的转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湖北文化史》，周积明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③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25、35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文化史研究的一大重心。转型的动力、机制、趋

向、前景，都是学界瞩目的热点问题。这方面较早的代表性成果有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
化史研究所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
论》。冯天瑜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序言中论道：“中国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固然
出现了某些时隐时显的新文化因子，但由于整个社会尚未达到转型阶段，缺乏强劲的经
济一政治动力，少数先觉者的呐喊，其规模和力度都远不足以掀起大波；社会是出现的
某些‘走出中世纪’的动向，也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自在状态。”这种情形一直
延续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后，“中华传统文化在尚未达到自我扬弃以实现时代转换的
时刻，便因遭遇到外来的近代文化的撞击而进入剧烈的转型期”①。汤一介在题为《论
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文最后总结道：(1)在文化转型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往往
是多元的；(2)在文化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并存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用一
种价值标准来判断它们的高下，特别是不能用学术以外的标准来判断它们的高下；(3)文
化转型期决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文化才可以走出转
型期，形成新的文化传统。②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上，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西方人所提出、并为不少
中国学者所认同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评与商榷。“冲击——反应”模式固然包
含着某些合理成分，如充分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对前资本主义的东方文明的解体和
变异所发生的历史性作用，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生生不已’的内在运动，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变异性，以及这种变异所包
藏着的奔往近代的必然趋势。正因为如此，‘冲击——反应’模式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仅仅看作西方势力入侵的结果，把祖国近代新文化仅仅看作西学向东方的位移。这种偏
颇之见显然不能准确、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
也就难以帮助我们科学地汲取历史的教训。”③不少研究成果都注重从中国自身历史传
统之中开掘文化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和变革动力。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朱维铮的《走出
中世纪》和冯天瑜的《中华元典精神》。 

朱维铮认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步伐，并不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他说：
“在充分注意时间和空间的两种相互联系的参照系的前提下，我们便可以讨论中国由中
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过渡了。这一历史的过渡，我把它叫做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在我看
来，过程的开端，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晚期，即我们习惯地略称晚明的那个时代；
过程的终端，则至少可以按照我们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义，将下限定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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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即本世纪的四十年代。”④朱维铮的这一看法明显不同于学
界一般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主流”观点，其真理性当然可以讨论商
榷。但是这一看法明显的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的坚实认识基础，则是毋庸置疑的。与朱
维铮的这一思路相一致，冯天瑜着力发掘中华元典的不朽精神，特别阐扬中华元典精神
在近代转换中所焕发出的强大思想力量，他坚信：“中华元典精神对于已经进行一百多
年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发挥过持续而有力的作用，今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一再显
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同时又可能给世界文化的健康进展提供一种均衡系统。”⑤ 

关于文化转型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有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
(共九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丛书第一卷为综论性的导论，第二、第三卷
探讨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第四、五卷探讨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
响，第六、第七卷探讨思想观念的变化，第八、第九卷探讨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科学体
制的建立。耿云志在丛书前言中提出，研究近代文化转型，一要比较清晰地描绘出文化
转型的基本轨迹，二要揭示出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丛书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
相当的成绩，引起学界的关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②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第36～37页。 

③冯天瑜：《代序言：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问题》，《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
代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5页。 

    ④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⑤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 

  
近代文化史研究值得一提的另一重要成果是，1986年起，岳麓书社陆续推出由钟叔河

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丛书以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的亲身见闻和感
受，生动而形象地描画了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融合过程中的种种士人心态、社会世相。
钟叔河将几年间为《丛书》每一种所写的叙论收集起来，加以补充修改，编成《走向世
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的一
种出版。该书的“代跋”题为“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原为西方
人士评价容闳时发出的感慨。钟叔河特别标举这句话，是想强调：“一百四十年来先进
的中国人，他们赞成开放，反对闭关，是为了赶上先进国家，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他们
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① 

    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对五四运动及其时代精神的反思。一方面，许多
学者继续阐扬“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思想大旗的伟大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有学
者提出，由王国维等人体现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内在的精神
支柱。②另外，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也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李
泽厚提出并阐发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拥有不少的支持者，同时也受到相当猛烈
的质疑和批评。③ 

在中华民国的时段内，较有特点的研究成果还有《抗日战争文化史》④。该书以狭义
的“人们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为“文化”的定义，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包括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沦陷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抗f3民族统一战
线的旗帜下万众一心、文化救亡的壮丽历史画卷。资料翔实、涉及面宽是其长处，不足
则在缺乏必要的宏观把握和总体归纳。 

以专题的形式讨论中国文化的丰厚积淀与博大气象，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这方
面的成果可谓繁花似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三百题》，这是
较早问世的中国文化史普及性读物，它分门类介绍了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宗教礼俗、
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教体育艺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基础知识。稍后，阴法鲁、许树
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共3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以专题分类的写法，
侧重叙述了中国古代民族方面、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古代典籍和思想方面、古代制
度方面、古代器物方面、古代礼俗方面、古代地理学方面、古代艺术方面和古代科学技
术方面的丰富内容。吸收前人已有成果，追踪最新学术动态是该书的特点。书中不少章
节(如汉字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实际上就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
度量衡、音乐、绘画、建筑、选举与科举各章，亦可视为条分缕析、各成规模的门类专
史研究。 

    继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之后，2000年以后，人
民出版社推出“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其中包括欧阳中石著《书法与中国文化》，徐城
北著《京剧与中国文化》等大家之作。此外，还有《生肖与中国文化》、《龙与中国文
化》、《姓名与中国文化》、《围棋与中国文化》、《梦与中国文化》、《孝与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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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礼仪与中国文化》、《禁忌与中国文化》等十数种。选题突出民族特色，叙述
语言清新活泼，是一般文史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良师益友。以《围棋与中国文
化》为例。围棋是发源于中国、充满无穷奥秘和丰富文化含量的智力运动。作者何云波
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发掘围棋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弈具、弈地构成了围棋的物
质文化层面，“弈具既是下棋的必备工具，又成了一种工艺品，不同的人对弈具、弈地
的选择，又折射出了各自的人生态度、精神追求、审美趣味；棋规棋约、竞赛体制、组
织机构、对局方式，则构成了一种制度行为文化；当然，文化更多地体现于精神方面，
我们对中国围棋文化的探讨，也偏重于从精神心理方面，揭示围棋与人生，与各种哲
学、宗教思想，与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关系”⑤。 

    20世纪90年代初，冯天瑜创制了“文化元典”概念。1995年开始，河南大学出版社
陆续推出了“元典文化丛书”三批共30种。主编李振宏确定丛书的宗旨是：揭示文化元
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
性格的全方位历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
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
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丛书对《周易》、《诗
经》、《周礼》、《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文化元典的解读，开辟
了以专题形式研究中国文化的新路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s年版，第

498页。 

    ②见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③李泽厚的观点见《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中国
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走向未来》1986年第2期。 

    ④肖效钦、钟兴锦等：《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⑤何云波：《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在以专题形式研究中国文化的多种著作中，萧放等人合作的《中国文化厄史》别具一

格，引人注目。该书特截出一个个惨痛的历史断面，以展示文化基业奠立与维护的艰
难，从而树立文化理性发展的标准。①在国人惯常以中国文化的悠久与博大而自豪的同
时，提醒人们重视自身文化曾经的厄难，确实大有助于在文化问题上健康心态与辩证眼
光的养成，这正是此书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值得关注和警觉的是，长期以来，坊间也流行一些打着“中国文化研究”旗号的伪劣
之作，宣扬“鬼文化”、“神秘文化”，传播迷信的、不健康的文化糟粕。江河奔腾，
泥沙俱下，本不足奇。但是有学术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学界人士，应当用自己的努力来
阻止这些糟粕毒害人民，也是今后中国文化史研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 

  
    在经历了30年间起起伏伏的“冷”“热”变幻之后，在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日益清净
之后，中国文化史研究继续着自己的辛苦探索之路。其间尤具活力的是“社会文化
史”、“民间文化史”的潜沉推进。 

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倡导“社会文化史”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明显增
多。这是文化史研究的新动向，或者说新趋势。《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②的出版
是一个信号。刘志琴在为该书所作之序“青史有待垦天荒”中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
化的社会化”和“求索真相，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明确表达了“社会文化史”的理
论趋向。这一趋向显然受到国际史学界“新文化史”潮流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以
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所谓“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引领了史学研
究的方向。“新文化史”特别关注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集体记忆史、政治文
化史、语言社会史、社会行为史的研究。“新文化史打破过去那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结构式排列，降低了社会、经济等实体性要素的地位，更加突出了文化的价值。文化观
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当然，欧美新文化史的兴起有其具体背
景，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但也应看到，它对于文化理论的重视恰是文化史焕发新机
的法门所在。”③同样受“新文化史”的启发，冯尔康剖析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
出“社会史、文化史互借资源，深化各自领域的研究及互动研究”，推进关于“文化与
社会”的跨学科研究和整体史研究。④“社会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界的认同，
有人从方法上将其概括表述为“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或探究”和“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
或抽象”。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史”还是“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都应该是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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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阶层文化的整体性研究”。⑤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者自认其为“新兴学科”，并且
“欣喜地看到”，外国同行中的“新文化史”“与我们的思路相近”，“他们的研究路
向，可以说与我们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是一致的”。⑥ 

另外，“社会文化史”研究实际状况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如有学者批评“作为社
会史和文化史产儿的社会文化史受基因影响，内容大而无章，往往在现实操作性上令人
不着边际。如，号称社会文化史范畴中成果最为显著的风俗史研究，实际上是中国早已
有之的民俗学科发展壮大的结果，而从作为学科的社会文化史身上却受益不多。”他认
为，“社会文化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倡导下层文化研究，因此，称为“下层社会文
化史”更为合适。⑦ 

当“社会文化史”在议论纷纷中缓缓前行时，另一拨潜心“民间文化史”⑧研究的学
人已取得了十分扎实的成果。他们从田野调查人手，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在此
基础上深入剖析民间文化的生命机理和生活样态。如陈春声、刘志伟对珠江三角洲区域
民间信仰的研究，陈支平、郑振满对福建家族问题的研究，梁鸿生、邵鸿对赣东流坑村
的研究，赵世瑜对华北农村庙会的研究，都是成功的例证。他们的体会是：“在田野调
查中，可以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这些材料在一般的图书馆是无法获见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调查时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萧放等：《中国文化厄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张昭军：《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史学史研究》2007年
第3期。 

    ④冯尔康：《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⑤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⑥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⑦张昭军：《文化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初探》，《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⑧见赵世瑜在《田野工作与文献工作——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点体验》(载《民俗研
究》1996年第1期)中所做的概括。 

  
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对这些口碑材料进行阐释，所揭示的社
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置身与乡村基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
踏勘史迹，采访耆老，尽量摆脱文化优越感和异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
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
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这种意境是未曾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① 

    不管人们在“社会文化史”、“民间文化史”之类的概念理解和运用方面存在多大
的分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展，随着国际史学界之
间交流的扩大，包括西方“新文化史”在内的国际史学思潮、流派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
影响将有增无减。正如有研究者所评论的：“新文化史的‘新’，体现了它对传统的精
英文化史的超越，也体现了它对过去那种注重伟大人物及其伟大思想的思想史的进步，
从‘精英’到‘大众’，历史学家的眼界大大地扩大并深入到了更深的层面，而得以更
具体、更多元地认识人类历史的精神与文化进程。”② 

    30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有诸般的不尽人意之处。
笔者以为，最大的缺憾是，没有出现象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
史》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那样的个性化的专家之作。③眼下常见的大兵团集体
作战的写作方式、出版部门忙于抢占选题市场的急功近利，以及普遍浮躁的学人心态，
共同阻碍了个性化学术精品的孕育和出生。我们期待着，执著坚韧的学人继承老一辈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可贵精神，奉献出真正“成一家言”的文化史
精品。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博采异国之长，与国际“接
轨”，还应该从丰厚的中国传统史学中去吸取理论营养，例如章学诚的“史意”说。章
氏有言：“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
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
也。”④章氏认为：“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这“著述必有
立于文辞之先者”，即为“意”。他特别强调，但凡著述之文，“得其意”与“无其
意”之间，自有天壤之别。⑤“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⑥“史家著述之道，岂可
不求义意所归乎?”⑦那么，什么是“一家著述”之“史意”呢?章氏的理解是：“固将
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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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
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⑧章学诚特别声明，凝聚自己理论心血的《文史通
义》，正是为高扬“史意”而作：“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
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⑨笔者以为，文化史研究的
灵魂，就在于“史意”的提炼与阐扬。半个世纪以前，侯外庐就指出，章学诚史学思想
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化史学方面”，《文史通义》“更近于文化史”，他的“史意”
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⑩可惜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理论界还是文化史研
究界，都对这一重要思想注意不够。现在，是改变这一现象的时候了。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陈春声：《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②周兵：《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③笔者并非认为陈、柳、钱著的学术水准至今未被超越，而是强调学术研究的个性
化、专家化乃中国文化史向纵深推进的必由之路，希望以此来批判、抵御眼下学界愈演
愈烈的“大呼隆”之风。 

    ④《家书二》，《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⑤章学诚：《文史通义·答问》。 

⑥《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⑦《文史通义·申郑》。 

    ⑧《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⑨《和州志隅自叙》，《章学诚遗书》，第552页。 

    ⑩《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5、492、493页。 

⑾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史学史研
究》2007年第1期。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博士生陈友乔同学提供了部分资料工作的帮助，特此说明并

致谢。 

  
收稿日期2008—11—20 
作者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殷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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