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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三年来,一部分治思想史的学者提出思想

史的研究对象问题,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近代思

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出现许多说

法。归结起来有如下三种: ( 1)坚持以思想家的思

想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 2)提出以大众思想、

大众观念及其信仰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 3)

以精英思想(即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思想并列为

思想史研究的对象。

我觉得, ( 2)、( 3)两种意见,颇有值得讨论的地

方。

首先,我觉得 大众思想 一语似不很确切。我

个人有一种偏见,以为并非随便一种什么想法或随

便一种什么念头,都可算是思想。一切思想都有其

主体和载体,否则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思想的存在。

我以为,凡够得上称为思想的,起码应具备几个必

要的条件: 1,有实际针对性,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实

际问题而作的思考, 不是胡思乱想。2, 有系统性,

对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利弊,应对的方法,都提出

见解, 不是散漫无稽的只言片语。3,有一定影响,

在社会上不发生任何影响的思想, 在思想史上不可

能占有地位。从这几点上看去, 人们所谓 大众思

想 似乎是难以成立的。

其次,大众观念, 应当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

如对 清官 、好官 的崇敬和祈盼; 对读书人的尊

重;敬惜字纸; 珍惜光阴;敬老爱幼; 头上三尺有神

灵;善恶相报; 养儿防老; 多子多福;如此等等。这

些都是广为人知的, 在大众中普遍存在的观念。这

些观念,有些可能是累代遗传下来的经验之谈,有

些则可能是上层精英久相传递的思想观念在大众

中凝聚起来的。这些观念本身很难直接作为思想

史的对象来对待。但是, 在深入研究思想家们的思

想来源及其对大众产生的影响时, 可以仔细考察这

些大众观念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关系,把这些观念作

深入分析之后, 呈现出其相关链接。

至于大众信仰, 这属于宗教史范畴。作为思想

史的一个分支, 宗教史应当处理这个问题。把它直

接作为思想史的主要对象来对待是不适宜的。

既然 大众思想 实质上很难成立, 而大众观

念、大众信仰又不适宜直接作为思想史的主要对

象, 那么,所谓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大众观念、大

众信仰等等并列为思想史研究对象这种二元论的

主张,自然,我也难以赞同。

从以上的叙述中,读者已可明白, 我是主张在

坚持以思想家们的思想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

象的基础上, 加强对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观念互动

关系的研究,这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思想史的研究,

使思想史更具全面性和立体感。关于这一方面的

意见,我曾在 2002年举办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对象与方法问题 的研讨会上谈过(经整理后, 在

广东社会科学 2003年第 2期上发表) , 这里不必

多说。

现在我想谈谈中国近代思想史今后发展的问

题。

(一)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第一个条

件就是要努力发掘新材料, 不断扩大材料的范围。

历史学尤其如此,思想史亦尤其如此。新材料的发

现, 材料范围的扩大, 无疑会开阔研究者的视野。

从前看片面了, 因有新材料而减少了片面性; 从前

看得太表浅了,因随着材料的增加,视野的开阔, 新

问题的提出而变深入了。这是极自然的事。近二

十多年来, 近代思想史学科的进步,很大一部分是

直接来源于新材料的发掘和材料范围的扩大。例

如, 胡适档案的发掘、整理与发表,直接推动了胡适

研究向深广两方面发展。近年来人物个案研究成

果最多的便是胡适。其他,如不少近人的日记、书

信及各种相关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发表, 使相关人

物的研究更为细密, 也是一个证明。旧的稀见报

纸、刊物的重印发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来源。

我讲的扩大材料的范围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因研究

者视野的开阔和方法的改进, 从前不以为是材料

的,现在居然可以成为说明问题很有用的材料了。

例如社会史、报刊史、文学史中的许多材料,都可用

为某种思想的佐证,或为某种思想之传播及其影响

提供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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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发展的第二个条件,

是尽可能地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新工

具,如电脑即是一例。电脑功能不断增进。运用电

脑处理大批量的文字材料是最方便的。比如,我们

研究某种思想观念的最初发生, 以后的发展和演

变,通过对关键词的检索, 可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

的信息和材料, 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精细。

近代史料浩如烟海, 若如从前全靠人的眼、手去直

接检索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有了电脑的帮助,就

可以很容易地做到了。当然, 这首先需将大量文献

制成电子书才行。

(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发展的第三个条件,

是需要更加开放。海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应更及

时,更密切, 以便更加开阔眼界,互相切磋, 互相借

鉴。

(四)第四个条件, 是不断提高方法上的自觉,

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同海内外同行之间的

沟通与交流,相互批评、比较与反思,逐渐形成自己

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的自觉,就是把一种合乎科

学的工作程序变成自己的工作习惯。有了这种方

法的自觉,可以使工作更加有计划、有秩序,减少错

误和时间、精力的浪费, 从而使工作更有成效。研

究者们都能做到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然会

进步更快。

(五)最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应当不断

增强问题意识。问题是思想的启动器,没有问题就

不会引发思考。所以,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善于提

出问题的人, 也就是善于思考的人。一个没有问题

意识的人,所见材料再多,却看不出材料的意义, 看

不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 也就形不成任何思想。

这样,材料对于他们便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培养

问题意识, 也就是培养思考的习惯,对所闻所见的

事实、材料、陈述与论断, 都不要以为它是当然如

此, 向来如此的, 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所闻所见愈

多, 可形成比较; 从比较中发现差异;发现差异, 就

会产生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学一点哲学是很必要

的。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训练思想。有一定的

哲学训练的人, 往往比较容易发现问题, 比较善于

分析问题。哲学一方面教人怀疑, 不迷信任何教

条; 另一方面教人学会思想。所以, 我希望每一位

有志于治思想史的人, 都努力学一点哲学, 学一点

哲学史。(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学术委

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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