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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德国学者主持编撰的一本历史理论的概念词典，作者均为欧美各国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领
域的一流学者，如海登·怀特、汉斯·梅迪克、耶尔恩·吕森等。
其中包括100个关键词，涉及史学思想、理论、方法的核心词汇，由专家撰写简明解释，是了解当今史
学理论前沿思想的方便读物，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历史学并没有像数学、物理学一样的一套专门的术语。
历史学的语言首先是日常用语，以及来自于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术语，但在历史学中，这些术语又有其
特殊的含义。
本书精选一百个基本术语，涉及历史研究及史学理论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反映当前学术界的最新见解
。
辞条撰写者均为国际史学理论界的著名学者，除了吕特克、科塞勒克、阿斯曼夫妇、科卡、吕森等德
国学者之外，还有海登·怀特等美、英、法等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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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历史理论”这一概念从两个层面涉及历史：（1）它指的是实情，即人类在过去所
发生的事情；（2）它指的是同这种实情、历史思想及其文化表达之间的交往。
（1）在第一个层面上，历史理论关系到历史解释的立场、一种明确的观点——借助这种观点，关于
过去的、经过史料考证而流传下来的事实在时间上被彼此扭结在一起，于是它们向当下展示了一段意
义深远与含义深刻的历史。
富有争议的是：这段过去事件的历史阐释是否需要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是否有一种比历史描述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具有相对独特想象意境的形式？
由于历史科学在研究上要求经验性内容丰富的知识，以及与此相应的体验层面上的方法理性，所以它
与历史哲学背道而驰，并拒斥后者把整个被理论形塑后的过去理解为历史的要求。
理论性的知识并非历史认识的确定目标，而只是用抽象概念对历史体验的具体诊断进行分类和诠释的
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尽管如此，历史科学仍然依赖于这些基本问题：历史究竟是什么？
它们应该被如何认识？
又该被如何诠释？
启蒙史学孕育了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19世纪的历史主义则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基础之
上。
即便连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思想潮流也在根本上决定于时间变化因素【参见：延续性】及其变化方向
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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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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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是历史的观念译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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