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卷第 2期

2 0 1 1年 4月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henyang Institute of Eng ineering( Social Sc iences)

Vo l 7 N o 2

A pr. 2011

收稿日期: 2010- 11 - 12

作者简介: 沈慧然 ( 1983 - ) ,男,辽宁抚顺人,硕士研究生。

当代中国 史学危机 现象与学术界研究浅述
沈慧然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沈阳 110036)

摘 要: 解放后新中国的史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及当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以来, 史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遇到了巨大的危机。这种现状引起了史学界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 并展开了史学危机的大讨

论, 提出了一些应对危机的办法。 21世纪史学有了新发展, 但史学存在的某些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思想的积淀, 人们将会提出更加理性的分析,同时也会给出解决 史学危机 的更好办法。因此重新回顾这个

课题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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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 史学危机 现象的产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特别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社会史学成功改造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并取得了一些

可喜的成果。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国内外交流

的频繁以及社会的全方位转型, 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

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表现在史

学领域的问题尤为突出。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以来历史学这门学科以及历

史学专业逐渐被社会忽视冷落, 史学在新形势下的存

在发展及功能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在学习人文社会学

科的青年学生中,选择经济、法律等应用学科是热门,

历史则受到冷落
[ 1]
。与此同时, 史学所遵循的传统思

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受到了当代史学研究者的强烈质

疑,史学自身理论的缺失也让当代史学家陷入反思。

社会上对学习历史学科的人以及历史学学科也都抱有

很大的偏见。虽然没有人明确提出史学无用, 但历史

学受到冷落却是不争的事实, 史学在新时期社会的转

型变迁中确实面临着抉择, 人们特别是史学界的人士

对史学现状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

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1年第 1期发表了张象的

应该从后面开始 谈谈当代史研究教学的危机

一文, 较早在文章标题中使用 危机 一词, 在一些讨

论会上, 史学危机 被人们经常谈论到, 至 1985年

文史知识 第 12期发表李开元 史学面临着新的转

机 ,明确提出 史学危机 问题
[ 2]
。一种前所未有的

史学领域的大反思开始了。

二、史学界对 史学危机 现象的讨论

与研究概述

一层石激起千层浪。自从 危机 一词被提出以

后, 20世纪 80至 90年代, 史学危机 迅速成为史学

界一个热门理论问题。史学界的同志对此都很关注,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展开了一系列关于 史学危机

现象的讨论,发表的有关文章可谓汗牛充栋。 光明

日报 读书 文史哲 江汉论坛 中国史研究动

态 等报刊杂志相继发表了大量关于此问题的文论。

关于 危机 ,专家学者叫法不一,有的叫 滑坡 ,有的

叫 冷遇 ,还有的叫 困境 ,可以说仁者见仁, 智者见

智。同样,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对 史学危机 的看法,

也是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有人对 史学危机 的

提法表达出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目前不存在

史学危机 , 这种提法也不符合中国史学现状, 忽略

了史学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不过史学界很多专家对

此观点并不赞同,认为史学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

机,并认为当代 史学危机 其实质就是史学理论的危

机,这种危机首先在于历史公式论提供了一个对认识

和解释中国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 再加上所谓

古为今用 的史学目的论,使我们的历史学具有极其

强烈的政治偏见和价值偏见,使史学陷入了困境
[ 3]
。

还有一部分折衷派的观点是史学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

不能使用 史学危机 一词,而 转机论 是比较恰当的

表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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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对 史学危机 的看法存在着争议, 而且

史学危机 这种叫法也没得到科学性的验证,但是史

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显然在那

种情况下,没有比 史学危机 这样的词语更能代表改

革开放后 20多年来史学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境况了, 因

此本文依然沿用 史学危机 这个名称。

在承认 史学危机 的群体里,关于 史学危机 问

题的讨论也存在几个派别,其中以两大派别最为典型。

第一种认为产生 史学危机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

巨大转型引起的,并从这个方面论证 史学危机 产生

的社会根源。另一种则是从历史学本身的教学方法和

分析方法以及史学理论的发展角度去论证 史学危

机 产生的思想根源, 并试图去建构新的史学理论方

法体系,以解决 史学危机 问题。关于 史学危机 问

题的讨论,两大派别发表的文章很多。截止到 2010年

年中, 在中国知网报纸期刊数据库,这类文章就达到了

845篇之多。其中很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比如

白寿彝在 史学史研究 发表了 谈谈近代中国的史

学 ( 1983年 ) , 庞卓恒在 世界历史 发表了 唯物史

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 1984年 ), 李雅书在

史学史研究 发表了 从当代西方史学的变化看史学

史的研究 ( 1985年 ), 孙小著在 读书 上发表了 历

史之谜与史学工程 评 兴盛于危机 ( 1985年 ),

李时岳在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发表了 史

学的革新 ( 1986年 ), 杨权在 江汉论坛 发表了 也

论历史学的 供需见面 -兼谈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

会功能的关系 ( 1986年 ), 何新在 读书 发表的 古

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 -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

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 ( 1986年 ) , 龚书铎在 福建论

坛 上发表了 从 史学危机 想到的 ( 1987年 ) ,许纪

霖在 读书 上发表了 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 ( 1999

年 )等文章, 都对此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与国外专家进行了合作,对

史学危机中的史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研

究。在 国外社会科学 上, C 帕斯科夫和段合珊发

表了 现代日本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历史科学方法论问

题 ( 1981年 ) , A 伊斯肯杰罗夫和稚禾发表了 资产

阶级历史科学危机的主要特点和阶段 ( 1981年 ), A

达尼洛夫和李珂发表了 西德史学中的连续性问题

( 1982年 )等有代表性的论文。

其中 史学危机 也是当代一个带有国际性的问

题,面对新的全球化社会发展形势,国内的专家不局限

于国内的资料,广泛的吸取国外的研究成果,先后引进

翻译出版了多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诸如克列格尔 莱

那德 兰克, 历史学的意义 怀疑的遗产 , 美国芝加

哥大学 1977年版;哈多克 历史思想导论 , 华夏出版

社 1989年版;马克 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 ,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

主要趋势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版等。

与此同时,前民主德国、前苏联、波兰等历史学家

还曾经对史学的改革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以至于

在 1986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常委会在商讨第 17届

( 1990年召开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课题时,有识之士建

议增加 历史学在当代世界的作用: 当代史学危机 这

一课题,并请世界各国有名望的历史学家献策尽力,找

到历史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方向, 以充分发挥史学在

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对 史学危机 现象的认识

通过研究当时的资料, 发现 史学危机 表现出的

现象主要可以归纳为七类。第一类是史学理论的缺

失,长期的教条主义理论曲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对史学发展的影响。比如它引导人们学习马克思主

义理论,不去体会其精神实质, 将之作为研究历史问题

的指导线索,而致力于寻章摘句,作为套语和标签, 乃

至作为打人的棍子, 扼杀了创造性的研究和学术上的

民主
[ 4]

, 导致了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缺失, 直到现今

也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现代化的中国史学理论思想,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第二类是史学研究领域的狭

隘。改革开放以前历史学界受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左

右的影响, 对历史学的研究长期集中在 五朵金花

(所谓 五朵金花 ,是指在 1949年以后, 特别是 50年

代中期至 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

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

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

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和争

鸣。)等几个课题上面,研究对象则集中在政治史的范

围内,缺乏创新, 导致改革开放后跟不上世界史学的发

展。以中国近代史为例,长期以来是革命史的框架,八

大事件的组合。研究点也集中在八大事件上面, 对事

件或人物做定性的评价
[ 5]
。第三类是历史研究方法

理论的困境。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

外频繁的交流,人们的思想也随之活跃起来,传统的历

史研究方法理论已经远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速度, 同

时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第四类是历史叙事功能的

退化。在现代文化社会,陈旧的叙事方法越来越刻板

教条,缺乏吸引力,导致史学的叙事方法功能遇到了新

的挑战。第五类是旧有的教学方法遇到了困难, 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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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继。第六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更加注重经济

效益, 理工科以及经济类的学科相对于历史学科能够

迅速带来经济效益, 所以选择历史学科的青年学生越

来越少,生源遇到了挑战。第七类也是最严重的是,在

新的时代,人们对历史学本身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这

门学科的存在必要性产生了动摇。

对上述的几类现象更进一步的概括分类, 可归纳

为:史学理论危机、史学研究内容及对象陈旧、史学研

究方法危机、史学叙事功能危机、史学教学方法危机、

史学生源危机、对史学学科本身的价值观危机。

可以说当时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一些观点和结论即使是放在

现在也算是很有深度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的认

识毕竟有限, 有些观点未免有失偏颇或者比较肤浅。

比较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者大多是

从史学理论或者历史教学本身角度去分析 史学危

机 现象,或是单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寻找 史学危机

产生的根源,通过全面透析社会转型及史学思想变迁角

度分析 史学危机 的文章并不多,大多数分析的角度都

比较单一,关于应对 危机 给出的办法也不多。

李勇在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发

表的论文 史学危机 与史学改革开放的紧迫性

( 1995年第 2期 )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分析比较全面, 通

过社会转型的角度和历史学理论大发展的角度去全面

分析 史学危机 产生根源的论文。该文分析了历史

上的几次 史学危机 并进行分析对比, 是一篇具有深

度和代表性的研究 史学危机 的论文。但本文也存

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对社会转型的论述梳理还不

够系统及充分,没有通过 史学危机 更详尽地梳理当

代的史学思想变迁轨迹,给出的应对办法也不是很系

统,这不能不说是该类文章的一大遗憾。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尽管当时轰轰烈烈的 史学危

机 大讨论已经偃旗息鼓了, 历史学也在新世纪有了

新的发展,再一次提出 史学危机 问题似乎有 炒冷

饭 之嫌,但历史学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至今却依

然存在,甚至有些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因此本课

题在新世纪提出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积淀,过去了 20年, 人

们再回过头去看当时的 史学危机 这一现象又会得

出角度更新颖、解析更深层、方法更全面、观点更客观

准确的研究方式,同时也会给出应对 史学危机 的更

好办法,使历史学真正符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历史学新

的生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历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和功能。本文对此课题进行的综述研究算是抛砖引

玉,希望能引起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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