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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自古至今海内外史学理论成果和史学实践经验，将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
史学形态学以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统一的论述体系，揭示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分析历史
研究的主要方法，考察关于历史实际及其规律的本体论，探讨史著、史学论文等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
形态，阐述历史学家为提高自身素养、担负起时代使命所应走的必由之路。
   作为供高校历史学和其他文科基础课教学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使用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在论述
中与当今海外各种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展开积极对话，进而提出一组具有前沿性乃至原创性的学术观点
，力图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导论的开放性与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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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义华
   1939年生，江苏扬州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会
长，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章炳麟评传》、《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理性缺位的启蒙
》、《百年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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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史学导论的对象与任务第一章 历史学的起源与目标　第一节 人类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　　1.物
质生产、精神生产、交往关系生产的历史连续性　　2.历史是人类充满矛盾的活动与成长过程　第二
节 历史学：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认知　　1.族类记忆的产生　　2.作为国家记忆的古代史学　　3.族类记
忆、国家记忆的提升与世界记忆、公众记忆的成长　第三节 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群　　1.古代中
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　　2.近代西方历史学学科体系的构成　　3.现代历史学学科群　第四节 历
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功能　　1.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　　2.历史学发展在主客观世界改
造中的功能　第五节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概观　　1.关于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目的　　2.关于历
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内容　　3.可贵的探索第二章 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
过程　　1.历史认识的三极能动统一结构　　2.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与理性认知过程　第二节 历史
思维的方式与范围　　1.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　　2.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
考察　第三节 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　　1.历史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2.历史认识的真理性
在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接受检验第三章 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　第一节 历史事
实的清洗与再现　　1.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与主观认定　　2.史料的搜集、阅读与理解　　3.历史资料
的辑录、辨伪、训诂与考据　　4.史实的编次与整列　第二节 历史过程的分析与解释　　1.历史分析
与解释的可能及其性质　　2.历史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3.逻辑方法在认识历史过程中的合理运用　
　4.结构分析与整体研究　第三节 历史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1.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与比较历史学
　　2.历史比较研究的历史认识功能　　3.历史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原则、类型选择与运用程序　　4.跨
学科研究下历史学的新拓展第四章 历史实际的本体论探究　第一节 探索历史本质的艰难历程　　1.古
代社会对于历史本质的探究　　2.近代世界对于历史本质的反思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本质的追
寻　　1.在积极扬弃人的异化中认识历史本质　　2.掌握历史全面本质的主要范畴　　3.历史全面本质
的认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第三节 史学理论多元发展中历史全面本质认识的深化　　1.马克斯·韦伯
的宗教社会学研究　　2.汤因比的文明史研究　　3.年鉴学派的“三时段”理论与实践　　4.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5.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当代挑战第五章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　第一节 历
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性与多样性　　1.历史撰述的社会性及多层次性　　2.历史编撰构架的多样性　第二
节 历史撰述的根本原则与具体要求　　1.客观主义、先验主义倾向与信史原则　　2.历史主义与当代
意识　　3.语言表述的审美要求　第三节 历史撰述内容与史家撰述旨趣的统一　　1.讲求史法以利于
史书对历史内容的合理表现　　2.强调史意以显示史家的撰述旨趣及独到见解　　3.历史撰述内容与史
家撰述旨趣的辩证关系第六章 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与时代使命　第一节 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与现代
素养　　1.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　　2.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献身精神　　3.历史学家的忧
患意识与现实社会的历史前途　第二节 历史学家个体与群体　　1.历史学家的独断之学　　2.历史学
家的群体之学　第三节 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　　1.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2.当代
中国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参考书目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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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贵的是，他们与此同时又大多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甚至某些社会科学的区别。
李大钊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在确定史实之后还要探求其因果，说明其发展趋势；同时应该综合各种
史实，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一般的解释”和“普遍的理法”，这样，“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
，在今日已无疑义”。
但史学的研究对象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不同，有许多偶然性、多样性和主观性，因此总结出一般理论
也不容易。
这样的说法“亦未尝无几分真理”，“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
尽管如此，李大钊认为，“此理法的普遍的存在，固毫不容疑，不过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之中，不易
考察罢了”②。
卢绍稷认为，20世纪对史学来说也是“科学式历史时代”，但与自然科学相比，在研究时的观察点、
事实性质、研究方法和史料提供的信息上都有不同③。
胡哲敷指出：“历史上的因果意义，自然是很重要的；不过它的性质，是与自然科学中所应用的因果
律同名异实。
”他赞同梁启超的看法，认为自然现象是可以反复观察的，而历史现象是一次性的；自然现象往往是
普遍的，而历史想象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自然科学现象可以是超时空的，而历史是必发生在一定时空
中的。
因此“历史上的因果，断不能如自然科学之有必然性，如二加二之必为四，氢二氧一之必为水”，“
盖社会是活的，人事是活的，万不能拿一个簋铡，规律世事⋯⋯治史者须是把眼光放宽些远些，才能
得整个的轨迹”④。
对“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否科学”这类问题的探讨，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涉及了历史学的基本
问题，还在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引申到对历史认识论领域的涉足。
胡哲敷是相信史学的科学性质的，但他也说到：“我有时乃不敢相信过去的历史有真实性的存在，凡
成功者都是圣帝明王，失败者都是盗贼流寇。
究竟当时人民的趋向如何，便无从得知了。
谁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
而有权威在手，谁又敢不惜生命暴露其弱点？
即暴露矣，又何术可以传达后世？
这是人事上不容易有精确的信史。
再看现在的报纸，不就是未来的历史资料？
同一事实，而各报所载不同，孰真孰伪，当前已无法辨明，后世安知其详？
”这些问题，已经提得相当尖锐，说明时人思考问题的深度，同时也说明当时的理论思考是紧踵国际
学术界之后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学导论>>

后记

本书在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时，作过若干修订。
而这一次修订，主要是对第三章 “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作了较大调整与补充。
由于这一章原撰写者赵吉惠教授已经于2007年4月21日不幸逝世，这部分修订工作由姜义华承担。
在修订过程中，吸取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新教授的部分研究成果，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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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导论(修订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博学·史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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