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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学概论》所包含的内容在编次上的逻辑结构大致如下：首先阐述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以及
它们的区别和联系，这是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基本问题，也是从事历史学学科学习和研究的首要任务
。
其次是学习和研究历史是否应当有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人们是否可以完全排除自己的主观
意向、思想而学习、研究历史，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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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前的西方史学一、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史学二、中世纪的欧洲史学三、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四
、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五、19世纪的西方史学第二节 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一、倡导新史学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不断扩大三、历史学分支学科和跨学科史学方法四、关注现实和历史研究问题意
识的加强第三节 20世纪西方史学主要思潮一、法国年鉴学派二、历史人类学三、全球史四、环境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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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的文字表述第八章 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第一节 理论素养一、理论素养的重要性二、历史观与
方法论的统一三、借鉴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第二节 专业素养一、“史家四长”二、历史知识的积
累和运用三、历史见识和史学见识四、历史表述的审美与规范第三节 道德素养一、精神境界二、社会
责任三、学术操守阅读文献人名译名对照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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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却又紧密相关的部分，即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包括生产分工关系、交换和分
配关系、消费关系、所有制关系，这些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这种经济结构对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称之为经济基础，它既是经济范畴的结构
，又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上层建筑是指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等的制度和机构，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法律、道德
、哲学、艺术、宗教等观念。
上层建筑构架于经济基础之上，但其构建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所以被视为社会的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构成人类的社会形态。
唯物史观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
经济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制约”既表现为经济
基础规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又要求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即：社会各种政治的、法律的制度和
机构设施，以及思想文化范畴的种种观念形态，都是围绕着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
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相应地建立自身的制度和机构，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相应地进行
调整，这一过程也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在它既可能顺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而相应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能
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但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迟早要被改变或抛弃。
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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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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