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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经学”、“思想”这三方面所作的文章。
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比较研究与世界势力、中国传统史学等。
第二部分重在经学极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
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如殷周关系研究、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
想的萌生、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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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家和，1928年12月生于江苏六合。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系和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数度出国讲学，对于学术思想史、中外古史
比较研究及史学理论均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除参加集体编写与翻译的著作以外，先后主编世界古代史方面供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使用的教材数种
，撰写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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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当今的世界固然已经是一个联结为一体的世界，其所以能成为一体，无疑是因为各国之间有了越
来越多的多方面的联系。
为什么会有这种联系加多并加深的现象出现呢?因为其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害关系，因为其间有时
代上的趋同性；而要了解这种趋同性的发生，我们就不能不进行比较的研究。
同时，当今已经在多方面一体化了的世界难道就没有了差别?东方与西方的差别，南方与北方的差别，
依然明显地存在着。
不了解这种差别，就不能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现实地构成的，同样也就无从了解这个世界上的各种
利害关系的真实背景和本质。
所以，为了认识这个已经一体化了的世界，除了其间的同以外，还不能不了解其间的异；而要了解其
间的异，这就又不能不作比较的研究。
不如此，就不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发展动向。
    以上说了比较研究对于古今世界历史研究的必要性，现在再从另一个层面或者更原则的层面来说一
下这种必要性所以会发生的原因。
不论古今，历史发展的纵向趋势，总是由各个时期的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向关系的发展来
推动、来制约的。
要了解一个时期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就必须了解其间的异同；而要分析这种异同，就不能
没有比较的研究。
所以说，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植根于历史发展的这种横向关系推动并制约纵向趋势的基础上。
    第二个要谈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大概还没有一部称为“世界历史”的书真正能够把地球上一切国
家、民族的历史囊括无遗。
要说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不能不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这里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那种无所不包的“世界历史”在实际上是否可能?看来这个问题比较
容易回答，答案就是“不可能”。
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并非一切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对于没有历史记录的国家、民族
，自然也就无从撰写它们的历史。
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是客观方面的不可能。
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把一切有可能撰写的国家、民族的历史写入世界历史之中，并且写清楚了，那么
这部书的篇幅将是何等巨大，实在难以实现；假如每一个国家、民族只写一点，那样就会成为一堆杂
拌，从而没有价值，同样难以实现。
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是主观上的不可能。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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