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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书评的做法
2021-07-25

　　关于书评做法的文章已经不少，当代名家像葛兆光、李零、陈平原、王小甫等先生们都写过文章，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对初学者来说，读时

都深以为然，真正想写书评时，又不知如何下手。笔者这些年接触很多历史系同学，他们的课程论文，很多就是史学书评，颇有一些感触。下面

就史学书评的做法，略讲一讲，希望对初学者有点帮助。

　　从历史系学生课程论文来看，他们的史学书评结构大体类似：前言、本书内容简述、相关特点与问题评述、结论。最大篇幅是“本书内容简

述”，逐章介绍，力求全面；对于“特点与问题评述”，谈得不多。其主要特点是“述”：陈述全书内容观点；甚少“评”，也不深入，因为没

有完全吃透，评论大多浮在表面；没有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全书特点，更没有将本书放在整个学术大势之下考察，所以显得不够深入。总体感觉

是夹生饭，还差点火候。

　　从开始阅读一本书，到最终写成一篇书评，大体上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弄清了这些，有助于书评的写作。

　　第一个阶段，精读全书，做好读书笔记。书评写作，毋容置疑从精读开始。如何做到精读呢？ 一定要认真做好读书笔记。在做读书笔记时，

往往会产生很多想法，一定要立即写下来，否则转瞬即忘，相当可惜。必须边读边记，绝不可读完全书之后，再来补记。这样读书速度可能会慢

些，但很有效。读书不能求快，精读更不得求快。哪怕一天只读一页，但很有收获，写满了读书心得，也比读十页而一无所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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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读应全面了解书的信息，越全面越好。对于书名、出版信息、印刷次数、书序、前言、目录、正文、后记或跋等都应该认真阅读，将得到

的信息记录下来。很多读者注重书的正文，但不大关注出版信息、书序、目录、后记与跋等部分，这种疏忽极不利于全面理解书的特点。正是正

文以外的部分，提供了成书的学术背景与时空环境等信息，对于理解一本书相当重要。

　　首先要重视书名和目录。如果是由外文译成中文的著作，需要注意外文原版与中文译本在书名方面的差异。如刘禾200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帝国的碰撞》（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2009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

出中文版，书名改成《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这种差异值得探究。

　　从前言、后记等部分，捕捉作者写作此书的意图、经历及所处的时空环境，这些都有助于理解全书，并有助于书评的写作。再以刘禾那本书

为例，《导言》写道：她原本打算研究中国近现代《圣经》翻译问题，1997年，当她身处伦敦，每天“阅读鸦片战争期间大英帝国与清政府之间

的外交公文”，时值香港回归之时，因而感慨“当年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正是以鸦片战争和一连串与大英帝国军事冲突为发端的”，因为这

样的契机，使她改变研究方向，从而“投向帝国和主权的论题”。她直言“香港回归是一次机缘，并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计划”。而她构思和写

作本书之时，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系当时西方一种“霸权话语”。她直言是“帝国碰撞”而不是“文明的冲突”，影响了近代以来的

中英交流，奠定了她写作此书的基本出发点。这种时空环境的考察，对于了解本书相当重要。但五年后中文译本出版时，“话语”概念更受关

注，故而书名有所改变。

　　同时，对于正文的读书笔记，应当包括：总结每章主要内容与观点，摘抄书中精辟的画龙点睛式论断的语句，记录书中作者自我定位，写下

读书时的感想、问题与疑惑。这几个部分缺一不可，可为写书评提供最重要的素材。

　　第二个阶段，独立思考，提炼特点，提出问题。全书读完，笔记也做得很详细，并不意味着真正理解了一本书的特点和价值，只是为进一步

深化理解这本书提供了基础。一定要在读书笔记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提炼出该书特点。任何一本好书，问题意识都很强，大多都围绕一个重要

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所以弄清楚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在做读书笔记时，应该都有所了解。独立思考，需要弄明白几个问

题：

　　第一，在了解了成书的时空环境后，把握全书主要论题与观点。怎样去把握全书主要论题呢？ 在读全书之前，先好好思考书名，认真阅读目

录，大体上就能把握书的主要论题。对于书的目录，一定要引起重视，决不能忽视它！所谓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目录就能起到这个作用，也是

能尽可能准确把握全书论题的最佳门径。再辅以阅读全书的笔记，细致考察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其层层推进论述的过程，就能够准确了解

全书的主要论题和观点。



　　第二，掌握全书的创新之处和主要贡献，弄清楚其主要学术价值。评价一本书，一定要明白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何在，要将其放在相应的学术

态势之中去思考。这些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不易，如何做到这一点，可以先查查相关类似的书籍，在比较对照之中，给予其定位。当然对于最重

要的学术贡献，作者在序论和结论里面，一般会自我陈述，但是否真如作者所言，则需要书评者加以判断和分析。

　　第三，考察全书的史料范畴与来源。每一本历史书，都需要史料做支撑，史料运用如何，搜罗范围有多广泛，是否有新史料的发现与运用，

都是书评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有新的史料发现和运用，自然就提升了书的学术价值。

　　第四，指明所评图书的问题。任何一本书都有一定的适用性，也都会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可能是侧重点的不同而引起的无意忽视，有的

可能是因为某种顾忌而有意忽视，有的则可能是作者学识方面的不足，使之没有认识到，有的可能是作者认识到了，但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而无

法做到，这些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些问题思考完毕，并有相应答案，就可以进入第三阶段，即写作阶段。书评的写作，就像写论文一样，可长可短。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

养成先写大纲，再写正文的习惯。大纲非常重要，是思考和立论的过程，也是为了使得全文能够沿着正确的思路进行下去，不至于写不下去的必

要步骤。大纲应该包括每个部分的标题、主要论点、重要资料的提示。有了好的大纲，写作书评就完全不是问题，一定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一篇成功的学术书评，应该包含哪些要素呢？ 知人论世，书评中应该先考察作者的学术背景，他写作此书的心路历程与学术动机，以及成书

的时空环境。接着，结合著者的心路历程与写作动机，陈述、分析、论定本书的主要学术观点与贡献。在评述其主要贡献时，一定要放在相应的

学术时空之中去考察，用比较的视野去评价，才能给予比较客观的定位。任何一本书，尤其是名著，一定有其独到之处，所以书评者在弄清楚著

者的心路历程的前提下，将其主要贡献与价值陈述出来，说明书评作者真正理解了这本书的内容与意义。有此为前提，即便下文有所批评，大多

也能为著者所接受。

　　评价一本书，一定要放在相应的学术脉络之中去考察，分析其是否有创新，从而给予恰当的学术定位。所谓的创新之处，一般有三：新史

料、新观点、新理论，三者有其一，就有贡献。书中所用史料、研究视野与理论都是应当考察的对象。

　　最后，对书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辩与批评。诚如上面提到的，任何一本书都有其贡献，也一定有其问题，所以跟著者进行商榷，也是应该考虑

的问题。只是批评之言辞，一定要注意分寸，且应只针对学术观点，绝不可进行人身攻击。要用“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进行讨论，决不能居高临

下、盛气凌人，更不能尖酸刻薄。书评切忌一味批评，丝毫不顾及一本书的贡献，只为了挑刺而挑刺，那样的文章不是书评，只是挑刺文章，也

一定会引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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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提一句，如果希望写一篇能够发表的书评，最好是选择最新出版的著作，因为一般杂志都愿意发新书书评，而不愿意发表很久以前出版的

书的书评，一般是三年之内的书，对于名家或者名著，时限可以适当放宽。

　　总之，写好书评，是历史系学生一种重要的学术训练。除了多听听其他人的经验介绍之外，多阅读一些名家所写的书评，仔细揣摩其写法，

甚至将所评之书找来阅读，试试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经过这样的训练，多进行尝试，相信一定可以写好书评的。

（作者：孙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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