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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是作者瞿林东近三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点滴思考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所得。
全书辑为上下两编。
上编所收14篇文章，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理论上的认识，略分为四组。
其中前四篇为一组，是从总的方面论述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其后五篇为第二组，是讨论古代史
学的特点和现代价值；之后两篇为第三组，是分析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及其重要意义；最后三篇为第
四组，是从历史观和史学观方面提出的几点认识。
下编所收14篇文章，是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各方面作用的具体表述，略分为三组。
起首三篇是从史学发展的视角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中间八篇是举魏晋南北朝隋唐
两宋为例，从不同的侧面评析史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而以唐代史学与唐代社会为重点；末了三篇是
论述近代以来逐步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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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林东，男，汉族，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
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
明史学史》、《中国史学通论》、六卷本《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历史文化散论》
以及《史学导论》（合著）等书，主编《历史·现实·人生系列》（七种）、《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
系列》、《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年刊）。
撰有《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統和当前发展趋势》、《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论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等论文、评论20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书籍目录

自序
上编 理论认识之部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
历史与认识
历史·史学·历史智慧
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
论史学的时代精神
论读史明道
传统史学和历史教育
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
再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修史传统与中华文明传承
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中国史学：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论纲)
下编 历史实际之部
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
少数民族史学的发?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
史学：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略论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史学与社会
令狐德□和唐初史学
略谈《隋书》的史论
史学家和政治——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
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略论唐太宗和历史学
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
开眼看世界——中国近代史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
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浅谈姚莹和夏燮史学的一点启示
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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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这样的中国文化的走向中，中国史学也就可以确定它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位置。
一方面，中国史学要积极地利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
究手段上提高自己；另一方面，清醒地、理性地看待和估量中外史学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用平等的
心态吸收外国史学的长处来丰富自身，同时也弘扬中国史学的长处让他人真正认识自己，以达到相互
促进的目的。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的论争，中国史学界有充分的智慧和根据，用以科学地对待这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史学大国，有丰富的遗产和优良的传统。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崛起并在20世纪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
中国史学在20世纪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同历史研究的结合上，始
终吸引着世界各国同行的关注。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历史的与社会的条件的差别，中西史学在发展上各有特色，
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地方。
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既要学习他人的长处，又要宣扬自身的长处。
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是否适应世界
历史的潮流？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史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和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著称于世，中国史学所蕴含
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凝聚意识和厚重的历史智慧，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
反映，也是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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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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