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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批准于1978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人文和社会科学研
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1998年江泽民同志又题词强调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持续健康
发展。
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9个博士学位
一级学科授权、6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7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自主设置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硕士专
业学位2个，是目前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一所研究生院。
建院以来，她已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已成长
为国家高级干部，有的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实践证明，办好研究生院，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导师和老师队伍、
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料、完善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而且要有高质量的教材。
20多年来，围绕研究生教学是否要有教材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迈上了规范化轨道，故而教材建设也随之提上议事日
程。
研究生院虽然一直重视教材建设，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研究生教材建设未能跟上研究生教育事业
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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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识论”是研究人类认识的来源、本质、结构、内容，以及认识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哲学理论。
历史认识论是一般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历史认识概论》通过对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历史的认
识和历史哲学的认识、历史认识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的研究，概括地、但较系统地介绍了历史认识的
基本理论与方法。
作者深入分析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认为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现时代的一个
新的增长点；强调学习和研究历史认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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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从事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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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内容提要认识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它自人类形成时起就存在。
“认识论”是研究人类认识的来源、本质、结构、内容，以及认识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哲学理论。
历史认识论是广泛的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
，在于认识的对象的特殊性。
近代以来，历史认识理论研究在国内外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不少有影响的成果问世。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是科学的认识理论，它对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认识的全面性、辩证性、彻底
性和能动性，都表明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
第一节 认识、认识论、历史认识论一 认识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类自形成起就开始有了认识。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哲学意义上的“认识”问题。
他说，思想是人人所共有的，人人都禀赋着认识自己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
认识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一般说来，它具有两层含义：它不仅是人脑、人的意识反映或观念的再现现实的过程；而且还是这个
过程的结果。
在这里要强调是“人脑”、“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要明确人的认识和动
物的认识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的认识是一种抽象的、辩证的思维，“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
，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
代哲学中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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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就读。
在同学们的普遍要求下，研究生院决定为该系开设“史学理论”课，拟讲授“史学概论”、“历史哲
学”、“历史认识论”或“西方史学史”等。
但是，当时既没有教材，又始终没有请到任课的教师，所以直至毕业时也没能开课。
80年代初，胡绳同志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提出要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研究所筹
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时，我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研究室成立后，我即成为正式成员，在从事研究
工作的同时，承担了世界历史系的教学工作。
我开设的“历史认识论”是专业基础课之一，也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同学的必修课。
当初，开设这门课的初衷，除教学需要外，也确实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结束该系史学概论课无人讲
授的状况。
《历史认识概论》是在历年积累的讲稿基础上编纂完成的。
作为一部教材，其内容毫无疑问应该是系统、完整、成熟。
但我以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材，除上述的特点外，还应该重视相关学科的前沿问题
、热点问题或重大理论问题。
对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追踪研究，进行必要的归纳、概括，并有选择地介绍给同学们，应该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的又一特点。
《历史认识概论》在这方面有意识地进行了努力，但这种认识正确与否，是否可行，尚有待于时间的
检验。
笔者希望能听到各方面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一些缺点和不足，使今后如有可能再版时加以修正，从而
不断提高《历史认识概论》的学术水平，更好地为历史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服务。
《历史认识概论》在撰写、编辑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各单位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出版社编辑吴连生先生认真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不少
中肯的修改意见，为全书增色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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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认识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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