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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体系拟由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历史认知、历史运用类型四大板块组成，共15章，
即时代呼唤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读本、只有人类才有历史编纂、历史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走入寻常百
姓家的小历史、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转型中的大历史书写、历史研究的时空视野、与历史持续的对话
、被建构的历史图像、与史学文本的对话、人类离不开历史学、历史的人文解读、历史的专业研究、
历史的哲学思考、历史认知者的素质。

教学目标的全新，以提升公民历史认知素养教育为首任，历史研究为次任。

体系设计的全新，以生活世界为起点，由小历史而大历史，由历史书写而历史研究。

重心的调整，突出了历史书写的份量，降低了历史研究介绍的份量。
 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加强了学生实践环节的训练，以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

加强了历史认识教育，突出理解在历史学习与研究中的作用。
 逻辑层次简明扼要，图文并茂。

总之，这是一部由60后中年史家编纂的，教学目标、设计理念、体系安排均属最新的史学概论教材，
相信更能适应当代青年学习需要。
这是浙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可以成为浙江省内高校历史专业、人文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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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茂伟，1962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为杭州大学历史学学士（1984年）、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2000年）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2002年）。
现为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
宁波市4321人才。
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浙江历史文化、明清史研究。
发表专业论文100多篇。
著作有《明代史学的历程》、《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等9种。
合作编纂《中国史学史纲》等8部书。

　　长期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浙东学术史、明清史的教学和研究。
主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料学、浙东学术史等课程。
主持完成或在研，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项目《皇明资治通纪》整理、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有“科
举与传统国家——以明代科举文献为中心的研究”、“姚江书院派研究”、“遗民史家谈迁传”、“
一诺千金朱葆三”等5项，其余省市课题10余项。
出版《明代史学的历程》、《明代史学编年考》、《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国家、
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姚江书院派研究》、《遗民史家谈迁传》等著作10余部，在
《学术月刊》、《文献》、《复旦学报》、《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发表专业论文近100篇。
多次获浙江省、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其中《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
察》获200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明代史学的历程》
获2004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奖与2005年度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
奖二等奖、《明代史学编年考》获2003年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开设课程：
　　本科生课程“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历史地理”、“历史与历史剧”“中国国家形态
与国家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选”、“名志选读”、“历史文献学”等课程。
研究生课程有“区域文化研究”、“史料学”、“学术研究与学术规范”、“公务员研究”等。

　　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中国国家理论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浙江历史文化、明史等四大方向。
发表专业论文100多篇，著作10多部。

　　中国国家理论研究，近十年关注中国国家形态与国家观念的嬗变及转型研究。
曾完成《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政府利益协调机制研究》（2003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职能转
型下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以宁波为中心的考察》（2003年度宁波市软科学课题）、《国家政策与地
方社会的发展：以明代宁波为中心》（2003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社科课题、2003年度宁波市社科规划课
题）、《宁波舟山经济教育一体化研究》（宁波市“十五”教育规划重大课题）等。

　　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有《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合作编
纂了《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大出版社，1997）、与王东合著《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尤其擅长明代史学，著有《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方历史学术文库，2003）、
《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两书的出版，使冷门的明代史学成为传统史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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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江历史文化方面，合著了《浙东学术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参纂了《浙东文化概
论》（宁波出版社，1997），独著了《浙东学术史话》（宁波出版社，1999）与《姚江书院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合著有《浙东史学研究述评》（2009）、《遗民史家谈迁传》（2006，与柴伟梁合著）、《一诺九鼎
——朱葆三传》（2008，与应芳舟合著）、《宁波通史》第三卷元明部分（与毛阳光合著，宁波出版
社2008），编著了《宁波历史与传统文化》（宁波出版社2007）、《吴越文化》（收入《中国地域文
化集成》，群众出版社，1998）。
即将出版《王应麟评传》（中华书局，2011）
　　在明史研究，《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标点
整理《皇明通纪》（中华书局，2008）。

　　在《文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献》、《史学月刊》、《史学
史研究》、《复旦学报》、《华东师大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学刊》、《历史文献研究》、《东吴历史学报》（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
等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1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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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时代呼唤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读本
第二章　被描述的客观历史
第三章　历史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
第四章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第五章　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
第六章　转型中的大历史书写
第七章　历史研究的时空视野
第八章　与历史持续的对话
第九章　被建构的历史图像
第十章　与史学文本的对话
第十一章　人类离不开历史学
第十二章　历史的人文解读
第十三章　历史的专业研究
第十四章　历史的哲学思考
第十五章　历史从业者的素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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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理解的过程是一个解读的过程。
在实践中理解历史，在历史中体验生活。
历史理解是解释性理解，是对动机和意义的理解。
对人的研究，必须通过理解。
人的行为是由人的思想、情绪支配的，而思想、情绪又受多种因素影响。
人的判断受到道德观念、情绪冲动和信息失误的干扰。
对这种人为事件，不能用普遍规律或覆盖律来说明，而必须诉诸理解。
理解是人文科学的核心标志。
理解的存在基础是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古今心相通。
麦克尼尔说：“全人类具有共性，历史学家渴望深刻地理解它。
”说历史的任务在于使人们互相理解，但不同的民族和制度下的人们有不同的信仰或不同的世界观，
他们之间如何做到互相理解？
麦克尼尔也承认：尽管存在共同的人性，但真正要做到相互理解其实很难。
 历史理解力，就是对历史本质的洞察力。
理解是治史的一种基本能力。
没有理解与认知，历史事实就不会被记录。
事实在不在现场，都必须用语言与文字来表达；不经过大脑，无法表达出来，别人自然更无法理解。
所不同的只是感受程度深浅而已，亲历者是直接的感受与理解，更为生动；第三者是用间接材料来感
受与理解的，稍为理性化。
史家是用别人的材料来间接感受历史本身的，当局者是用直接感受来理解历史本身的。
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认为，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人们之间的不断进行的
交往；理解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具有较好的历史理解力需要具备内在的人生体验。
史家必须具备诗人、文学家气质，能体验人性与人生活动。
为什么要体验？
文献是从生活中来的，理解的时候也须回归生活层面加以考量。
没有人生体验，不了解人情世故，是不可能理解历史文献的；只有经历丰富的人，才能理解历史中个
人或群体的活动特征。
达不到与古人对话的地步，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古人活动的。
 理解的最高境界是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移情”，去“理解”别人的想法、感受，从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以别人的心境来思考问
题。
真正的换位思考必然是一个“移情”的过程，要从内心深处站到他人的立场上去，要像感受自己一样
去感受他人。
在认知历史方式上，必须坚持移情的理解。
研究历史总离不开对历史人物的关注，这是历史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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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通论》的基本原则是简明扼要，学生好用。
选用理论概括比较到位、通俗好理解的句子。
而不断地思考时代的需求、学生的要求，不断地进行理论的思考、实践的检验。
《史学通论》既可成为历史专业、人文教育专业“史学概论”课教材，也可让普通人对历史学有一全
面的理解，引导新时代的公民来学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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