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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史学通史第4卷：近代时期（上）》阐述自“荷马时代”迄至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
进程。
这一进程涵盖古代、中世纪、近代、现当代各阶段的具体情况和特征，力图从历时性上揭示历史演变
过程中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从共时性上阐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与西方史学发展演化之关系，格外关
注西方著名历史学家、颇具影响的史学流派、重大的史学思潮与史学变革，尤留意西方史学思想的演
变。

　　全书六卷，首卷为全书之“导论”，余五卷依次为古代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上)、近代
时期(下)、现当代时期的史学史，合则上下衔接，相得益彰，构成一部内容丰赡的西方史学发展的历
史长篇，分则可独立成篇，显示各卷的特色与著者的个性。

　　本书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编纂之先河。
各卷作者在相关领域有多年的学术积累，全书历时八年完成，希望能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著作
，并为促进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推动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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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勇，1965年生。
安徽固镇人。
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分获历史学学士、硕士
和博士学位。
现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院长。
兼任中国史学理论学会理事，安徽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淮北市历史教育指导委员会理事长。
曾荣获安徽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安徽省高校学科拔尖人才、安徽省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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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历史怀疑传统得以形成。
中世纪的历史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作伪成分。
近代早期的历史学家在撰写古代和中世纪历史过程中，开始对其进行批判，并进而批判被奉为权威的
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例如瓦拉证明了教会权威文献具有虚假性，辨别出李维《罗马史》中的错误记
载，伏尔泰在其历史著作中也多处指出古典作家的错误记述。
就在这种批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历史怀疑的传统。
这一传统中所包含的怀疑精神在辨伪工作中得以发展起来，成就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的历史皮浪
主义①。
无论是出于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还是出于为基督教会的辩护，西方史学家都期望把历史写作建立在
坚实而确切的历史证据之上，他们搜集和整理了大量古代文献，成就了以玻兰达斯学派和圣摩尔学派
为代表的博学派史学，其成就都是在这一精神引导下完成的。
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史学家在这一精神引导下，开展了对史学中神学的清算，批判神迹的虚假
。
这一怀疑精神确立之后，被后世史学家继承下来，成为西方史学在19世纪走向科学化的一项重要因素
。
第三，历史写作内容和形式发生显著变化。
在文艺复兴早期，西方史学家继承修昔底德所创立的政治、军事史写作传统，维兰尼、布鲁尼乃至马
基雅维里等人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到了后期特别是晚期，宗教内容成为史学家关注的热点；启蒙运动
时期，社会、文化史研究成为史学的主流，使得希罗多德开创的文化史传统被史学家所普遍接续。
而且，颇有意味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史或者地区史写作非常流行，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整体史
或者普遍的历史又或世界史写作，成为时尚。
西方史学发展出现“钟摆”或者说是“回归”与“反回归”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对特殊性和共性的同等强调，以至于出现像维柯和赫尔德等人这样将两者结合
起来的历史主义思想。
其间，既有关于人类历史共同规律的阐述，又有浪漫主义关于特殊性的彰显；既包涵民族主义、欧洲
中心主义，又出笼了全球的观点。
就历史写作形式而言，从最初的编年体，走向历史叙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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