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隐公元年》《文公九年》，第７１９～７２０、９、３４０页）。此外《篇叙外传记》中的“《春秋》无 将”，即 出 自《公

羊传》“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春秋公羊传 注 疏·庄 公 三 十 二 年》，第２１７页）。《外 传 枕 中》有 一 段 对 天 下 大 治 然 后“颂 声

作”（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外传枕中》，第９１页）的描绘，“颂 声 作”也 出 自《公 羊 传》（《春 秋 公 羊 传 注 疏·宣 公 十 五 年》，第

４１７页）

《越绝书》虽然在复仇问题上完全秉持《公羊传》的 立 场，但 我 们 从《吴 内 传》开 篇 的 那 段 文 字 也 看 到 了 一 些“不 和

谐”的因素。《公羊传》对吴的态度是，先称“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其下又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 也”，

实际上采取的是“进夷狄”的立场。吴先因“忧中国”而被认可为诸侯，由“夷狄”而进为“中国”，后又由于有“夷狄”之行

而“返夷狄”。而《吴内传》则称：“吴何以称人乎？夷狄之也。”看上去只是略有改动，意思却截然不同，是直以吴为“夷

狄”，丝毫没有了《公羊传》“进夷狄”的内涵。《篇叙外传记》亦说：“其报楚也，称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贬之，言吴人

也。”这大概也与《越绝书》“欲以贬大吴，显弱越之功”（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第２页）的撰著目的有关，只

是由此却偏离了《公羊传》“进夷狄”的光辉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得以看出，对于公羊学州、

国、氏、人、名、字、子的“七等”褒贬进退之法，《越绝书》用得是得心应手。

公羊学因有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春秋公羊传注疏》序，第５页），有着庞杂的理论体系与独特的话语系统，很难

理解。有一些《越绝书》译注著作由于不了解《越绝书》与公羊学的关系，不熟悉公羊学的理论，以致相关内容的译注错

得离谱。《越绝书》中散落着很多源自公羊学的思想，有的明显，有的隐微。经过一番挖掘与梳理，我们应该可以对这

些思想的样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也可以确信《越绝书》至少是部分篇章与公羊学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渊源关系。

从《越绝书》中“及外篇各有差叙，师不说”“记陈厥说，略其有人”“后人述而说之，乃稍成中外篇焉”“说者不专，故

删定复重，以为中外篇”（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篇叙外传记》《越绝外传本事》，第１０６、１０８、３页）等叙述来看，《越绝书》也

拥有自己的传授体系，有一个长期的口耳相传最后写定的过程。再联系《外传本事》中所说的“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

秋》而略吴越……盖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也”（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第１页）以及部分篇章表现出的明

显的公羊学倾向，我们可以想见，这些《越绝书》的传习者，很可能本身就是一批传习《春秋公羊》的学者。或许汉代越

地有一批传习《春秋公羊》的学者，有着兼传《越绝书》的地方特色，一代一代不断进行增减损益，对《越绝书》的面貌负

有很大的责任。这也正合《外传本事》所说的“非一人所作”（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第３页）之义。

通过《吴内传》与《德序外传记》《篇叙外传记》所 发 公 羊 之 义 的 对 比，可 以 发 现，《吴 内 传》所 发 多 源 自《公 羊 传》本

文，内容较平实；《德序外传记》《篇叙外传记》所发多可见 于 何 休 之 注，则 有 了 不 少 怪 诞 的 内 容。由 此 大 致 可 以 认 定，

《吴内传》作于西汉，《德序外传记》《篇叙外传记》作于东汉。这也为区分《越绝书》内、外传撰著时间提供了一个佐证。

何休之注作于东汉末年，而从《篇叙外传记》“句践以来，至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吴越相复见于今”（乐祖谋点校：《越绝

书·越绝篇叙外传记》，第１０８页）的记载来看，《篇叙外传记》应作于东汉初年，《德序 外 传 记》也 应 该 大 致 相 仿，至 少 二 篇

晚至东汉末年的可能性很少。何休是汉代公羊学的集大成者，其所注《公羊传》是对汉代公羊学的一个系统总结，吸收

了二三百年间公羊学发展的成果，也必然包括《德序外传记》《篇叙外传记》中反映的公羊义理。许多汉代公羊学的著

作如今都已散佚，二篇所述的公羊义，正为我们考察公羊学从董仲舒到何休的转变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中间点。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１２
作者郑任钊，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责任编校　李振宏】

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刍议

周 祥 森

　　新世纪以来，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都越来越强调问题意识。但是，究竟什么是本学科所应有的问题意识，

却大多语焉不详。鉴此，本文就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问题，略陈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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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意义

在历史研究实践活动中，问题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要而言之，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一个恰当的历史学问题，是选题的核心环节。

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活动，走的基本途径无疑是学术的途径。什么是学术的途径？“学术的途径就是，首

先从事实说起。”［聂敏里：《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Ｚ卷研究（Ｚ１—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

页］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首先在事实层面回答对象性事实（科学角度）或对话性事实（人文角度）是什么的问题。对于

历史研究来说，这里的“事实”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过去的
獉獉獉

存在”的事实（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恩 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版，第２９８页），也就是“历史本体论范畴的历史事实”，或者说“客观历史过

程中的历史事实”，可以称作“历史存在事实”［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次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０６页］。这种意义上的事实是历史研究首先要建构和确立的对象。二是作为当下存在的“现状”的事实，

可以称之为“现实存在事实”。这种意义上的事实是历史研究的现实出发点。历史研究从研究者的时代和社会的现实

状况出发，并加以否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唯一适当的方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３卷，第２版，第２００页）。然而，作为“过去的存在”的事实，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恰恰是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

一定意义上，历史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存在事实）转化并建构为主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

识事实）的过程。通过历史认识、历史阐释或历史解释生产具有可积累性和可传承性的历史知识，或者通过历史表现、

历史叙事以及历史体验获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都离不开这个基础。

由于“（历史存在）事实是什么”的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因此中外历史学家大多把提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恰

当的且关乎历史事实的历史学问题，作为历史研究过程的首要 的 或 核 心 的 环 节。比 如，１９世 纪 德 国 著 名 的 历 史 学 家

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Ｄｒｏｙｓｅｎ，Ｊｏｈａｎｎ　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０４—１８８４）在《历史知识理论》中说：“有一定的历史问题，才可

能开始找寻遗迹、纪念物及文献资料；也就是说：找答案。”（德罗 伊 森 著，耶 尔 恩·吕 森、胡 昌 智 编 选，胡 昌 智 译：《历 史 知 识 理

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页）李振宏先生指出：“历史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要提出一个有意义有价

值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前提。”［李 振 宏：《历 史 研 究 的 一 般 程 序》，杨 玉 圣、张 保 生 主 编：《学 术 规 范 导 论》，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５页；另参见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次修订本），第５８５页］科学哲学家有着同 历 史 学 家 一

样的认识。２０世纪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在《历史决定论的 贫 困》中 说：“科 学 在 其 发 展

中在任何时候都遇到问题。科学不能从观察开 始，或 不 能 从‘资 料 的 收 集’开 始，这 是 一 些 研 究 方 法 的 学 者 们 所 主 张

的。在我们能够收集资料之前，我们对某类资料
獉獉獉獉

的兴趣必定已经产生了。这就是说，问题
獉獉

总是最先出现的。问题的提

出又可以由于实践的需要或者由于科学的和前 科 学 的 信 念（因 某 种 缘 故）而 有 修 改 必 要 之 故。科 学 的 问 题 总 是 因 为

人们需要某种解释而被提出来［的］。”（卡·波普尔 著，杜 汝 楫、邱 仁 宗 译：《历 史 决 定 论 的 贫 困》，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９６页）卡尔·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他并不认为历史学是 一 门 科 学。也 就 是 说，他 在 这 里

说的“问题最先”的科学发现逻辑原则，至少在他看来是不适合于历史学的。历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可以见仁见

智。我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

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版，第１４６页）。也就是说，任何一门学科，只

要发展或成熟到科学的水平，就必然是历史科学。历史学化是任何一门学科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和归宿。虽然在以

“去科学化”“去知识化”为旨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不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

是，从研究的逻辑上讲，如历史学家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它其实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以提出一个“恰当的

问题”作为“最先”步骤的；而且，历史学的问题也“总是因为人们（现实地）需要某种解释而被提出来”的。

其次，问题意识是历史研究活动本质特性的一种体现和内在要求。

根据柯林武德的说法，历史研究 本 质 上 是 一 种“提 问 活 动”（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遵 循 的 是“问 答 逻 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而非“命题逻辑”（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柯林 武 德 对“问 答 逻 辑”作 了 如 下 界 定：“问 题 和 答 案 在

一个既定的综合体中必须是相关的，同‘属于’一个整体并在其中占据着各自的位置。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呈现’出来，

如果我们以问题‘没有呈现’为理由拒绝回答它，那么，问题的缺席一定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每一个问答必须是问题本

身所要求的‘正当答案’。”（柯 林 武 德 著，陈 静 译：《柯 林 武 德 自 传》，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３８页）“问 答 逻 辑”的

“真”之所以必须是具有相关性的，之所以是包括问题和答案在内的综合体，柯林武德指出，乃是因为根据培根的《新工

具》和笛卡儿的《方法论》所表述 的 一 个 逻 辑 原 则，即“知 识 不 仅 包 括‘命 题’（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陈 述’（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判

断’（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而且还包括陈述、命题等所意欲回答的问题。一种只关心答案却忽视问题的逻辑，只能是错误的逻

辑。”（同上，第３３页）根据“问答逻辑”，在 历 史 研 究 中，提 出 问 题 就 显 得 非 常 重 要。柯 林 武 德 说：“‘提 问 活 动’（ｑｕｅｓ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在认知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同 上，第３２页）因 为，对 于 历 史 研 究 来 说，史 料 文 献———作 为“答 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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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作者说什么远不是最重要的，最为 重 要 的 是 作 者 为 什 么 这 样 说 而 不 是 那 样 说，作 者 如 此 说 究 竟 想 传 达 什

么信息；易而言之，作者意欲回答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什么现实问题。对此，柯林武德告诫说，我们“不可能仅仅

依据一个人说的或写的陈述句子来探知他的意思，即使他是以完全符合语言要求的方式和完全诚实的态度来说或写

的。为了理解他的意思，你还必须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即他心中的问题，也是他假设存在于你心中的问题），因为他

所说的或写的东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问 题 与 答 案 之 间 是 严 格 相 关 的……某 个 命 题 所 回 答 的 问 题 不 能 再 由

其他命题来回答，否则这一命题便不会是对那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一个高度明确和特定的命题必须蕴含这样一个答

案，它的问题不是模糊的，也不是泛泛的，而是一个与命题本身一样明确和特定的问题”（同上，第３４页）。

无论是坚持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认 为 它 只 是 一 门 人 文 学 科，作 为“提 问 活 动”的 历 史 学 显 然 不 同 于 作 为

证明（或说明）活动的自然科学，它所遵循的“问答逻辑”更是与自然科学所遵循的“命题逻辑”大异其趣。可以说，柯林

武德的“提问活动”和“问答逻辑”，是历史学在方法论和程序规则上的一个本质特征。准乎此，则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

不仅是这种本质特征的反映，而且是其客观的内在要求。

二　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在历史研究中，既然问题意识如此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问题意识呢？我曾尝试着提出如下界定：

　　所谓史学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是指历史学家基于对其在场 的、当 下 现 实 生 活 的 观 察 和 思 考，特 别 是 对 人 类 命 运———人 类 的

生命运动————的深切关注而转化并升华到历史 学 层 面 上 提 出 来 的，兼 具 现 实 性 和 学 术 性 双 重 属 性，且 从 人 类 历 史 发 展 的 视

野、在历史学领域进行深入细致 考 察 的 问 题 进 行 自 觉 思 考 并 努 力 寻 求 答 案 的 一 种 主 体 意 识（周 祥 森：《转 向 人 的 内 在 生 命 存

在———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本体论前提》，《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２３页）。

根据上述界定，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本 质 上 是 现 实 问 题 意 识。但 是，历 史 研 究 毕 竟 不 等 同 于 现 实 研 究 或 对 现

状的追踪观察。历史学家在其最终成果中原则上不直接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历史学家是以反思的、逆溯的方式，并

且是以历史问题意识的形式，来表现其现实问题意识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问题意识不仅表现了其敏锐的历史感，

而且表现了其对于时代、社会以及文化的某种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学家或以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历史知识的

方式，或以自己所体悟到、所感知到的历史经 验 和 历 史 智 慧 的 方 式，间 接 地 介 入 改 变 现 实 世 界 的 实 践 活 动，并 表 现 和

确证自己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本质力量。因此，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仅是其思想的生命表现的对象，而且是

其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

为什么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必须特别强调“关注人类命运”的意识？在这里，我还是以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埃

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和他的《蒙塔尤：１２９４—１３２４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为例作简要的说明。埃马纽埃尔·

勒华拉杜里在该书中文版前言的最后这样写 道：“我 们 知 识 的 普 遍 性 是 没 有 限 度 的，但 愿 亚 洲、欧 洲 或 美 洲 所 有 关 注

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启发。”（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１２９４—１３２４年

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中文版前言，第５页）在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看来，如果读者不具

有“关注人类命运”这种本体性的人文情怀，那么，他或她是不可能真正读懂这部历史著作的。显然，埃马纽埃尔·勒

华拉杜里“直观和如实地考察”蒙塔尤山村农牧民世界，立体式和全景式地“深描”（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蒙塔尤山村３０年

的历史，具体化地表现和完整地描述蒙塔尤村民们实际的世界经验，旨趣不仅仅在于对１３世纪末１４世纪初法国南部

蒙塔尤山村二十来户家庭、百来号人的命运的关注，而且更在于通过经验性、直观性地再现犹如“一团泥”“一块铜”“一

个指甲刀”的蒙塔尤村民们的独特“命运”，了解并展现“人类命运”的繁杂性、多面性、矛盾性和歧异性，以及无限的可

能性，亦即了解并展现“在异化的范围内活动的人们”（马 克 思：《１８４４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第３卷，第２

版，第３０６页）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而具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历史叙述中，似乎是抽

象的和虚无缥缈的“人类命运”，通过并且正是在克莱格们、皮埃尔·莫里们具体而实在的“个人命运”中获得了独特而

生动的展现。因此，“关注人类命运”，在其 现 实 性 和 本 质 上，也 就 是 关 注 个 体 性 人 的 生 命 存 在、生 命 运 动 以 及 生 命 表

现。

三　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真问题”

任何学科都存在着“真问题”和“假问题”，而且“真问题”和“假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历史科学也不

例外。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被视作“假问题”的问题。

历史学界关于真假问题之辩，是何兆 武 最 早 提 出 来 的。何 兆 武 在１９８９年 第５期《百 科 知 识》上 发 表 了 一 篇 题 为

《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关于中国封建社

会长期停滞的问题，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获得真答案的“假问题”。他说：“对于一个假问题是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或

者说，一个假问题就是一个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 问 题……在 当 代（中 国）历 史 研 究 的 所 有 热 门 问 题 之 中，大 概 对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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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的探讨，可以算是最为热门的一个问题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它一直是“史学界关注

的一个中心问题”（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氏著：《苇草集》，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９页）。何 兆 武 对 历 史 学 者 们 热 衷 于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这 一 史 学 现 象 深 感 奇 怪。他 说：

“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

社会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在他们努力寻找各种答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少考虑过，

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成立？假如能够成立，又是在哪种意义上才能成立？我们甚至可以更直截了当地问：这个问

题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那种答案

将是没有意义的。”（同上，第３２０页）他明确认定中 国 封 建 社 会 的 长 期 停 滞 是 一 个 假 问 题。而 且，通 过 对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的长期停滞性这个假问题的个案讨论，何兆武 做 出 了 如 下 一 般 性 的 论 断：“过 去 一 些 历 史 学 家 们 过 分 轻 率 地、不 加 批

判地纠缠于无意义的争论之中似乎太多了些，这 不 仅 是 浪 费 时 间 和 精 力，也 不 利 于 历 史 学 沿 着 科 学 的 道 路 茁 壮 地 发

展……现在是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的时候了。”（同上，第３２８页）

对何兆武提出的假问题没有任何真意义的观点的最有力的批评，是王学典在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东岳论丛》上发表的

《“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一文。王学典认为，所谓“假问题”，在它们被提出的话语

系统和时代语境中，并不是什么“假问题”，而是“真问题”。只有在脱离了原来的语境和话语系统的前提下，它们才转

化成为“假问题”。但是，即使在今天看来是“假问题”的问题，也能够产生出“真 学 术”，带 出 不 可 估 量 的“真 意 义”；“假

问题”笼罩下的中国史坛并不就是一片废墟或一片空白。“五朵金花”在今天是“假问题”，但是在解答的过程中，中国

历史学家取得了众多的具有“真意义”的历史研究成果（王学典：《“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

《东岳论丛》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９６～９７页；《“五朵金花”：假问题与真学术》，《北京日报》，２００２年６月３日）。

王学典的文章出来后，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和“真问题”的论争告一个段落。

在这里，我想略作进一步申论的是，如 果 我 们 认 同 何 兆 武 的 观 点，那 么，在 历 史 学 中，可 以 说 没 有 一 个“真 问 题”。

因为，历史学中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是被终极地解答了的。历史学家提出的每一个重大问题，都将会有

一系列的答案，而且有些答案之间是相互矛盾或对立的。没有一个答案会成为唯一的、终极的答案。例如，当代法国

历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１９２５－１９８６）在《历史书写》中研究历史与神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时，

一开始就指出：“在时间的长河中，一个教义的价值是什么呢？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理解这种教义？如何以所研究的

时期内出现的词语来解释它？”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富有争议”，而且“难以回答”（米歇尔·德·塞尔托著，倪复生译：《历

史书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页）。

何兆武提出根据可证伪原则区分历史学中的科学的成分和非科学的或艺术的成分的界限，并进而把这一原则推

广应用到区分历史问题的真或假，实际上是 无 条 件 地、不 加 批 判 地 接 受 卡 尔·波 普 尔 的 科 学 哲 学 思 想 的 结 果。根 据

可证伪原则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卡尔·波 普 尔 的 一 个 重 要 思 想。但 是，自 从 美 国 科 学 哲 学 家 托 马 斯·库 恩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后，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原则就迅速地被库恩的“范式转换”

原则取代了（参见托马斯·库恩著，杰姆斯·科南特、约翰·豪 格 兰 德 编，邱 慧 译：《结 构 之 后 的 路》，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２年

版）。就是说，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原则本身也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方法论原则。

历史学的历史表明，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重新认识、重新理解、重新建构、重新表现以及重新叙述他们时代 和

社会所需要的历史，都在对老问题做出新解 答，或 者 提 出 前 人 不 曾 提 出 过 的 问 题。历 史 学 就 是 以 提 出 何 兆 武 意 义 上

的“假问题”并努力寻求历史性解答为特征的一门遵循“问答逻辑”的科学。在历史学中，提出一个具有“真意义”的“假

问题”，比提出一个没有“真意义”的“真问题”更加重要，更加能够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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