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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地带的“主流”趋向： 
 

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的史学活动 
 

 

张侃  李建安 
 

(厦大史学第一辑) 
 

 
    [作者简介]  张侃，男，1972年生，浙江温州人，1996年于厦门大学获硕士学
位，随即留校任教，2001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兼
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分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外债管理制度的近代化与本土化(1853—1949)》等。撰有《中央苏区财政经
济史》、《北洋政府时期外债与封建复辟》、《南京政府时期外债与官僚资本》、
《厦门与台湾关系丛书之一：互补联动》、《中国历史概论》等著作，已在各种权
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曾获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厦门市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合作)。 

李建安，男，1980年生，厦门大学历史系2003级中国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
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2004年获全国“史学新秀”二等奖。 

 
 
近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史学观念与史学活动的研究方兴未艾，如罗志田、桑

兵、王汎森、王学典、葛兆光等学者均有专论问世①，他们以整体分析与宏观考察
为主要论述角度，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的学术变迁过程，引人深思。不过，应该关注
到，学术的发展与具体的学术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就历史学而言，史学观念的变化
无不落实为具体的史学活动，脱离于史学的具体实践来描述历史学的学术发展过
程，极可能使讨论“空洞化”，因此一学校、一系科或者一学术团体的史学活动，
往往可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另外，学术观念在传播过程中，还存在复杂的“流
变”，因而在关注宏观的学术思潮变化之际，也需要讨论学术观念在具体实践中的
差异性及差异产生的机制等等。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任教和就读于厦门大学的师生论著以及相关文献为基
本研究文本，将宏大的学术观念变迁与具体的系科发展相联系，分析厦门大学地处
中国的“边缘”地带，史学实践活动是如何突破地域限制，体现出“主流”的学术
思考，同时又是如何结合“边缘”地带的资源与现代的史学观念，走出了一条不同
于学术“中心”地带的史学研究之路的。 
———————— 

①  罗志田的文章主要收录在其文集之中，见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
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
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
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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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局2003年版)；《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桑兵的论著
主要见于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学典的
主要著作有：《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20世纪中国
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汎森在大陆出版的著作为：《中国近代
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
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也收录了多位学者
的相关论文。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
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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