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认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认识>>

13位ISBN编号：9787301181980

10位ISBN编号：7301181981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新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认识>>

前言

陈新教授的著作《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我有幸先睹为快。
该著作的基本内容，陈新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史学理论研究时，多有涉及，但绝不是
简单的重复，而是进一步的深化或拓展，并在此基础上就国内外史坛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
或热点问题，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探讨，无论是论述的逻辑过程，还是提出的结论，都有令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
我曾是陈新在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时的合作教师，但这部著作对我来说，仅仅是似曾相识，但多一
知半解。
因此，为这样一部著作撰写序言，本人因学力不足，难免有惶恐之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我为史学理论研究方向的同学们开设一门专业课——“历史
认识概论”。
在我的讲义中，从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典籍中最初的历史认识、西方古典时代的认识论
和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讲起，直至现当代的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历史记忆等，但对于后现代状况下的
历史学和历史认识，只字未提。
陈新的这部著作，除去必要的史学史的背景研究外，主要探讨的是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认识理论问题
，诸如证据、历史事实、文献与第一手资料、历史客观与真实、史学作品、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家
、历史学的目的等问题。
这些问题，并非只有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才可以研究，同样，这些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用后现代的眼
光研究。
将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崇高的学术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者尽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
这对不断丰富、完善史学理论方法论，推进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无疑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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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人对于历史的反思，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较为系统的体现。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历史主义思想的兴起。
之后，西方历史认识才得以突破传统，进入一个反思更为深入。
研究更为系统的时代。
本书从作者”自我”的立场出发，表述对于历史认识核心要素的认知，对西方现代历史认识中的科学
主义和符合论真理观加以批判，进而阐述后现代主义给当代历史编纂和观念上带来的震撼，如福柯、
德里达、海登，怀特等人对于时间、变化，历史性等主題所进行的批判与反思。
作者表明。
后现代主义将历史认识引入到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系统之中，必将促使史学家更加自知、自律、自
尊，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行为本身进行历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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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新
　　1972年生，江西萍乡人，1999年获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学位，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
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教授。
著作有《西方历史叙述学》（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5年)，译作有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合译)，
编选译文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史学理论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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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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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与历史表现的欲望    二、逻辑推论与历史表现    三、历史想象与演绎思维第二章  西方现代历史认
识　第一节  西方现代历史认识的渊源——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    一、对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研究    
二、古希腊历史认识分析　第二节  历史主义与20世纪早期的德国史学——一种目的论解释　　⋯⋯第
三章　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第四章　观念的历史性——认识与反思结语　态度决定历史——后现
代状况下的历史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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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历史想象与演绎思维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与历史认识论中，想象受到人们普遍的排斥。
人们习惯于将想象与幻想、虚构联系在一起，认为历史学的本质就是追求真实，回避虚构。
18世纪末，西方文学与历史学的分离，以及当时文学家乐意将自己的作品称为历史作品，其意都在于
表明他们叙述的是事实，能经受逻辑的推演与证据的验证，以此满足科学理性影响下人们对历史真实
的渴望。
在大多数人看来，历史想象与逻辑推论的对立，实则是一种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对立，由他们构
成的历史表现则形成了想象与实在的对立。
想象在历史表现中存在，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观念，在柯林武德之前，没有人比他更为认真而细致地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思考。
①柯林武德阐述了想象进入历史认识的途径，从而丰富其历史认识论思想。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表现是历史学家的构造物，历史学家接受权威的叙述之后，总是经过选择、简化、
系统化。
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学家的权威们告诉了他一个过程的这种或那种形态，却留下了中间的形态没有
加以描述；于是他就为他自己插进了这些形态。
他关于他的主题的图画，虽则可能部分地是直接由他的权威们那里所引征的陈述组成的，但也是从那
些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自己方法的准则和他自己对于相关性的信条里面推论出来的陈述所组成的。
”②此处，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学家的标准、准则、信条本质上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演绎思维的诸前提
，依赖这些前提，历史学家成了自己的权威，一切历史表现由此都具有了认识主体赋予的主观色彩。
在构成历史表现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用与他具有的标准、准则、信条相融贯的历史真理标准来检验、
挑选历史记忆，从而摆脱了传统历史学那种对记忆的纯粹依赖，将传统历史学引向批判的历史学。
柯林武德扬弃了布莱德雷的结论，后者认为检验历史陈述的标准来自现实，即“我们这个世界的经验
教导我们说某些种类的事情会发生，而其他的则不会发生；于是这种经验就成为历史学所用于对待他
的权威们的陈述的标准。
”①在柯林武德看来，布莱德雷的认识已经基本完成了历史知识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他自己的研究
旨在完善它。
柯林武德强调历史学描述中的构造性，想象正是出于构造的需要而进入历史认识。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想象是一种先验的想象，是结构性的，它与任意、纯粹的幻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作用在于“沟通了我们的权威们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裂隙，赋予历史叙述或描述以连续性”②
。
历史想象以先验的形式存在，它首先必须满足叙述结构的要求。
这种叙述结构实则规定了历史想象力发挥的边界，超越边界，想象便与纯粹的幻想无异；而在边界之
内，历史想象却是历史学不可缺少的思维。
历史表现的结构，或者说历史想象织就的那张网，依托于由批判的思维而获得的假定的固定点。
不过，这些固定点是否具有真实性，它们依据的资料是否正确，反过来又要通过他们引导历史学家构
成的过去的图画是否是一幅连续一贯的和有意义的图画来确定。
柯林武德在此也摆脱不了循环论证的因素，因此，他说道：“小说和历史学这二者都是自我解释的、
自我证明为合理的，是一种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活动的产物；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活动都是先验的想象
。
”③虽然柯林武德还是在历史的想象与小说的想象之间进行了区分，认为历史的画面必须在时空中定
位，历史想象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以及被描绘的图画与证据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等等，但这些区分
对于说明历史想象如何作用于历史表现而言已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规定历史想象的边界如何形成。
柯林武德也认识到，“每个现在都有它自己的过去，而任何对过去的想象中的重建，其目的都在于重
建这个现在的过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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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所集结的论文，基本上是2000年以后陆续写作而成。
一部分是博士后论文《观念的历程》的成果，另一部分则是我2003年后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
目《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成果。
1999年8月，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西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直
到2002年10月我离开北京，回到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我度过了学术生涯中最充实的三年。
北京有我尊重的许多老师和同辈朋友。
我不断地打扰何兆武先生、刘家和先生、张文杰先生，从他们那里获得激励和信心。
尤其印象深刻的是，2001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旁听刘家和先生的《中国古典研读与考证方法》课程，
先生从音韵、训诂、义理各方面对《史记》文本的解读，令我第一次体验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博大精深
，这种体验，不仅令我增添了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敬畏之心，也进一步促使我在思考西方史学传统时
，以更为审慎的眼光去寻求对西方文化的深度阐释。
我相信，对于中外学术是需要一生保有这种敬畏之心的。
北京三年，我是在于沛先生身边度过的。
于老师对我的研究给予的指导、为我提供各种学术资源、给予我为人的示范，乃至在我出现幼稚和冲
动的想法时，他的耐心与宽容，这些回忆，如今都成为我现在面对学生时自己效法的榜样。
历史认识论是于老师最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在他的基础上延续对于这个主题的探讨
，以此报答恩师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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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史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认识论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认识论方面的发展，那么史学
研究的一切成就都只能表现在史料的量的方面的扩展。
西方近现代史学是在科学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所以它在19世纪有一个辉煌的时代。
但是，由科学而科学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的绝对化，结果使问题走向了反面。
我们怎么认识这种必然的发展呢7在我看来，这本书可以使我们得到很好的启发和有趣的说明。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陈新的这部著作，除去必要的史学史的背景研究外
，主要探讨的是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认识理论问题，诸如证据、历史事实、文献与第一手资料、历史
客观与真实、史学作品、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历史学的目的等问题。
无论是同意他的观点，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首先需要明白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7这一观点又
是在怎样的视域中提出来的7这就要求人们不能不思考相关问题。
一部著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并不容易，并不是每一部著作都可以做到的。
　　——于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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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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