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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重要领域之一，因而它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发展的60年历程中，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在
建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方面，成绩显著，成果独到。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和坦率承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有很多缺憾和失误。
特别是由于种种时代因素的制约，我们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视野和思维空间始终不能充分拓展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大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史学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开展研究工作，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在这期间，诸如历史观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这样一些关乎历史发展和历史学发展的
重大问题逐步成为史学界关注的要点，大家对这些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和争鸣，逐步开拓了新
时代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
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历史主义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史论结合的方法等等成为人们主要关注的
问题。
但是，由于当时史学总体水平的制约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的因素的干扰，在研究中视野狭窄、认
识僵化、简单化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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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系业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不仅学术
上出精品，而且注重教学改革，更新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完善课程结构。
    历史学系的教学改革前后历时20年，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深化于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持，重点放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因具
开创性而获得198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教学改革继续深化。
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并-9历史学系进入“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基地”的教学需求相配合，我系组织教师编写并出版了一套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材。
这套教材涵盖了历史学科各门主干课程的内容，基本满足了本科阶段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需要，在
系内的多轮使用中，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
同时，由于具有精审谨严、结构合理、分量得当、适应面广的优势与特色，这套教材在各高校历史学
科受到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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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学的基本特征第一节 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历史是什么?这是历史学中的最基本命题
，亦是历史研究中众说纷纭，并且需要长期讨论下去的问题。
数百年来，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难以有准确统计，大概有数百种之多。
以至曾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自古以来，有多少史学家就有多少种历史概念”。
但是，这又是一个必须要不断研究、给出一定说法的问题，否则，历史研究就可能会带有极为有害的
模糊性和随意性。
　　一、定义历史的前提条件当前，要给历史直接下一个科学、公认度很高的定义还是一件颇有难度
的事，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制约给历史下定义的主要条件的认识严重不足。
因此，探究历史的定义，要从研究定义历史的前提条件人手。
首先，要说清楚历史是什么，必须要区分源和流。
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的定义，往往分为两个含义，一指过去发生的事情本身，二指人们对过去的事
情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过去发生的事一去不复返，我们不可能再亲眼看到。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能是人们对过去事情的记录，或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
研究历史的基本途径就是查阅文献记录或考察人类活动的遗迹。
这样的定义及其对定义的认识，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作为对一门科学或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认识和表述，却有着明显的缺陷。
即这两个含义的内容本身有着不容忽视的客观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就是历史这一概念中的源和流
的关系。
因此，在定义历史概念时，应该具体揭示历史的源和流、历史的源和流具有怎样的关联、二者是怎样
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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