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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众史学的专业性和公众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公众史学的理论探讨与史学实践均取得可观成果，但在专业性与公众性的统

一上仍需进一步提升。公众史学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联合史学界和社会中有志于公众史学的力量，突破发展瓶

颈，公众史学发展前景可期。

　　

　　公众史学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其初衷是为了解决史学毕业生的就业危机和高校史学危机。20

世纪80年代，罗荣渠最早将美国公众史学介绍到国内。同一时期，国内史学界也曾对史学的普及和应用加以讨

论。近年来，公众史学在国内日益受到关注。随着社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愈加浓厚，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

是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对史学公共性的要求和需求日渐增长，公众史学在中国蔚为潮流。但是，公众史学也

一直面临着史学界的质疑和挑战：一是公共史学家的身份认同问题，即他们是“专家”还是“外行”；二是公众

史学作品的专业性问题，即它们是否达到了业内认可的学术水平。近年来，关于公众史学的质疑和争论越发凸

显。

　　专业性与公众性的不统一

　　公众史学在国内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公众历史实践中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严

重，有些所谓的“公众历史”流于庸俗、浅薄，甚至扭曲、失真。相较于公众对高质量历史作品的需求，史学界

所做的努力还不够，不少专业史家轻视通俗历史写作。有的学者认为，公众历史研究者局限于既有的学院派路

径，注重学术概念的辨析而轻视实践。另有学者认为，公众史学缺乏原创性、系统性的基础理论框架，以至于公

众史学研究呈现出散兵游勇式的状态。还有学者认为，目前公众史学领域内跨学科的交流和合作尚未展开，缺乏

群体思考和坦诚对话。

　　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专业性与公众性的不统一，要么专业性不足，要么公众性不足。一些博人眼球、似是而

非的公众号文章、影视作品等，具有相当的市场和受众以及一定的公众性，但历史专业性却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

体现。甚至个别学术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有些跨界学者做出了某些尝试，但囿于自身的专业训练和惯有思

维，难免有些成见和偏差，致使其作品的专业性受到影响。至于说公众史学缺乏原创性、系统性的基础理论框

架，同样是专业性不足的问题。这是针对历史学界内部、将公众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谋其长远发展提出的更高

要求。

　　关于公众性不足的问题，陈新认为由于史学家大多无意介入公众史学领域以获取声名，“最终导致历史知识

与真实性、价值取向的传统关联在公众层面渐被忽略，公众历史作品中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重感官愉悦轻

陶冶情操的倾向”。这是在批评史学界对公众史学的参与度不够，其实也是批评一些历史学者过于专注于书斋里

的学问而忽视了主动走向公众、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李娜则针对从事公众史学研究的学者，指出公众历史

研究者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这其实也是忽视了公众史学中公众性的面相。

　　“圈内圈外”的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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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史学应是连接史学和社会的桥梁，以史学研究的成果服务社会，从而使史学的学术价值在社会应用层面

上得以呈现。这不仅是公众史学的使命和意义，也是社会和公众的期待。然而，就公众史学在国内发展的现状而

言，显然还未达到专业性和公众性的统一。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学术体制和个人意愿的原因，史学家缺乏介入公众史学领域的动力。例如，赵冬梅认为

技术并非问题，除了现场讲座以外，通俗历史写作、电视讲座、网络讲座、纪录片、微博、微信等诸多公共媒体

和自媒体都是可以利用的方式。关键在于态度，而态度取决于认识，也受制于体制，但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人对于

史学功能的认识、个人的史学理想。有的学者认为，史学的专业化和社会科学化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专精、越来

越细分，反倒失去了某些生动活泼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有学者认为，某些被资本激励和裹挟的外行人滥竽充数，

利用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制造了大量劣质的历史文化产品。还有学者认为，公众史学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给学者参

与其中设置了障碍。

　　其实，公众史学专业性和公众性的不统一是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之间的藩篱和隔阂，或者说是“圈内圈外”

的区隔。这不是公众史学本身特有的问题，而是史学发展中存在的一般问题。

　　历史作为承载着民族共同记忆的载体和对先民智慧文化的传承，公众对历史的兴趣是自然而然的。而历史作

为一切社会学科的基础，以及史学作为学术领域的一门重要学科，其发展必然有专业化的要求和趋势。只要史学

追求“求真致用”，这其中的双重性就有一定的张力；只要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术研究的学科而存在、发展，那

么横在史学界和公众间的区隔就必然存在，而公众史学的诞生正是史学界尝试“跨出圈外”的努力。可以说，史

学“求真致用”的追求和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对公众史学提出了专业性和公众性的双重要求。“圈内圈外”的区隔

真实存在，无法消除，也不必消除，需要的是双方进行真诚而有益的沟通、交流，这需要学界和社会共同努力，

特别是学界要负起更多的责任。

　　公众史学家和公众的责任

　　是否从事公众史学研究和实践，则出于史学家的个人意愿和选择，有志于此的史学家已开始行动。首先，要

保证公众史学的专业性，这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做好本职的专业研究，以专业性滋养公众性，有价值的专业

研究是公众史学的基础。公众史学不是要使历史庸俗化、娱乐化、浅薄化，而是要使历史在信息时代和市场时代

仍保持其影响力，为公众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和优质的历史文化产品。二是通过理论方法和实践探索创新来提升

公众史学的专业性，推动公众史学长远发展。王希指出，“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公共史学必须首先是一门学问，

需要取得同行认可的学术地位，在史学研究和教学的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公共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种学

术领域获得发展的必备条件（除非专业史学界拒绝承认它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公众史学家要有全球视野和

比较意识，对域外与本土的理论方法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深入辨析，创建理论，指导实践，对史学的整体认知

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保证公众史学的公众性，真正走向社会、走向公众，这包括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充分处理好普及和提

高之间的张力，在保证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性的同时，兼顾可读性和趣味性，将艰深晦涩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

懂的语汇，将复杂幽微的历史讲得生动有趣，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平台，以丰

富多元的形式记录历史、传播历史、分享历史。二是培育公众的历史感，促使公众形成对历史更严肃的态度和更

敏锐的意识，具备对历史基本的反思能力和体验能力，使“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成为可能。历史学家不能

放弃自己的公众责任，要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对公众参与公众历史提供帮助。

　　公众历史除了是一个学术领域、一门学科以外，也是一种公众实践。公众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界的参与，

更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公众史学不仅是面向公众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宣讲、讲述和记录公众生活的社会民间历史

和情感记忆，也包括公众参与的历史书写。公众不单单是被动的历史“接收者”，也是主动的历史“生产者”。

公众参与本身就具有公众性，这里强调的是公众也可以对专业性有所贡献，具有认知、审美、思辨能力的公众能

极大地推动公众史学的发展。作为公众历史的参与者，公众需要主动学习、提升自己的历史感和鉴别力。历史这

门学问是“关于理性与良知的训练”，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公众，或许可以超越把历史当作娱乐、消遣或谈资

的境界，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从历史中获取更多智慧和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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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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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

第二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2021）召开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新发展
“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特征与趋向
以多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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