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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研讨会举行

薛倩

2013-12-04 11:17: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4日第532期 

   

  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市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

“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70余位

专家学者参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瞿林东以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的成功实践论述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他对白寿彝关于中国

历史的时空观、民族观、发展观进行了阐述，认为白寿彝能够提出创新的中国历史理论和历史编纂理论，与他善于学习和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重视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是分不开的。继承和创新是一个矛盾体，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学术发展才能

处于一个良性的状态。 

  怎样才能判断何为史学的真正创新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家和说，要把待检验的研究成果放在历史的传承之流中

来考察，只有以传承之流为标尺才能判断史学创新之真伪。凡是虚伪的“史学创新”，都不可能具有历史性，不可能真正回答前

人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问题，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文理交融，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既是史学的传统，也是史学创新的途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

所教授吴怀祺说，科学技术的变化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思维，史学工作者应当从高科技发展中获取营养和智慧，关注民族盛衰，关

注人类未来，更新思维方式，把历史思维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不只是了解和梳理历史本身，更在于发掘和认识它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我们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也应

当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广智说，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中国史学研究者而言，是为了提供一个参照系，以深入开展

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 

  张广智强调，时下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既使历史学面临巨大的挑战，又为历史学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现在是中国史学

走向世界，实现从“史学大国”变为“史学强国”的最佳时机。中国史学总要前行，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也要不断更新与发展。

他说：“为了实现目标，我们需要吸纳域外一切优秀的史学遗产，一切可供我们借鉴与运用的优良的史学传统，借以开辟中国史

学新天地，为世界史学的发展作出中国历史学家应有的贡献。” 

  

（原标题：以历史视野判别史学创新之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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