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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拙稿中对于史学界中流行、或曾经流行过的一些学术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于此亦需作几点说明：　　第一，笔者对于一些学术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决无丝毫对其原作者的不敬
。
我深知，我是在前人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新观点”，没有他们以前的“旧”，
根本不可能有自己今日的“新”。
　　第二，每一个人的时间与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精，事事通。
就某一个人而言，无论其如何博闻强记，思精虑深，都会有其知识的弱项或盲点。
如果说本拙稿中还确有一些可称之为“新”的地方，只能说自己在这一个点上有所得，自己的知识盲
点可能比别人更多，只是还未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已。
　　第三，笔者学术上的“新”，无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千虑一得”。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所当然地应比前人看得远些。
这只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却未必是历史的必然，对于笔者这样的“不才”，尤其是这样。
站得高，看得远，首先要知道何处才是真正的学术制高点，而不至于站在次高点或者低矮处，却仍在
盲目地沾沾自喜。
其次，要有不畏艰难，奋力攀登的精神，才有可能切切实实地站在了高处。
最后，还要有较强的眼力，有科学的方法，否则难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之讥。
　　“观点新”与“基础实”的统一，是笔者以前、现在习史治学的“目标”，更是自己将来追求的
“鹄的”。
但愿天不负我，别让我离这一目标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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