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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一重要年份展开对历史的研究，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种独特方法。学界非
常熟悉的《万历十五年》，是著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堪称从一个
重要的具体年份切入，但却以“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探讨相关人物和历史事件内
在发展演变之因果关系的经典著作。另外，国内著名学者金冲及先生的《转折年
代：中国的  
1947》，也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学术专著。该书对矛盾冲突复杂尖锐、内容极为丰富
的1947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年份，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这样的研
究，对于帮助人们更为细致地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缘由与走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
用。  
 
  近些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向，则是以十年作为一个“年
代”，集中考察该年代的历史发展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年代”史。这方面已经
有了一些成功的探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就曾先后合作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1930年代
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1940年代的中国学术研讨会也将于今年8月举
行。这种以“年代”为视域的探讨方式别具特色，可以改变过去的近代史研究中较
多地以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以一些重大事件
作为历史分期标志的单一研究视野，从而在更多和更广的层面上，既考察历史发展
的“年代”特征，又分析历史演变的延续动态进程，在整体上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地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多重面相和发展规律。  
 
  由此可见，“年代”史研究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正如《1920年代的
中国》论文集的编者所言，对1920年代中国历史的整体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到：
1920年代的中国，既是民国政治由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转换到国民党掌控的南
京政府的转折时期，又是国共两党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到最终破裂走向
内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
历史。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走向，具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对1930年代中国历史的考察，则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
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怎样相互角逐，国民党如何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及面临日本
侵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在断裂中艰难发展的特点。  
 
  近代史学界初兴的“年代”史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也有突出的反映。例如
1950年代的中国，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的成果也日益增多。这
一方面由于该“年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对此后中国发展的走向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另一方面，也缘于相当一部分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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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打破了过去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所谓学科隔阂，将研究视野下延至1950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近代史学界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探讨。数年前，台北“中研
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成立了“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研究群”，对相关课题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研究，并数次就这一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内地方
面，近年来有关1950年代的中国的研究也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有学者甚
至认为出现了“1950年代的中国研究热”。2004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
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主题为“1950年代的中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50年代的中国》也于200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年代”史的研究既注重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也论及该时期方方面面的其他问
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等。在经济发展日益
受到世人关注的今天，经济史的研究已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初显的1950
年代研究热中，有关经济史方面的成果就十分突出。诸如土地改革、“三反”“五
反”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商会等旧式工商团体消亡与工商联的成立、劳资
关系变化、工商税收、人民公社、金融组织、民众经济状况、商品价格等问题，都
有相关成果问世。  
 
  目前，“年代”史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有待于学者们更进一步进行深
入挖掘和探讨。在进行“年代”史研究时，要特别注意各个“年代”之间历史发展
的断裂性和延续性，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更新，避免形成政治史另类书写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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