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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
现代史的研究亦如是。
　　本书整理收录了杨奎松教授近年来见诸报刊杂志上的各种访谈、演讲文稿及专著书序。
以平易亲和的文字，触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并展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术态度和方法，
包括他对历史真相的执着以求，对芸芸众生的现实关怀，对民族主义的全面反思，对人性的尊重和深
度发掘。
　　人是思想的动物，人活在现世，就应当让自己活得明白些。
历史学家不仅有必要让自己明白些，而且有责任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最有助于人们理解的语言
文字乃至图像形式，把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传播开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活得明白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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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奎松（青石），1953年10月生于北京。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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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历史与现实　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中华读书报》访谈录　历史研究的
微观与宏观——《历史研究》座谈会发言　拨开中国近代史的迷雾——《南方都市报》访谈录　权力
平等，才能分配公平——《南方周末》访谈录　国共关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南方都市报》访
谈录　寻找被埋没的历史痕迹——《新京报》访谈录　我和历史研究——《历史教学》访谈录　研究
历史有点像刑警破案——《南方周末人物》访谈　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中华读书报》访谈
　国共分合的必然与偶然　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讲演录第二编
　浅议民族主义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抗日战争研究》座谈会书面发言　实事求是地
总结抗战史的经验与教训——《抗日战争研究》座谈会发言　何谓民族主义及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南方周末》访谈录　纪念抗战，反思自我——《新京报》访谈录　建构健康开放的民族主义——《
嘹望东方周刊》访谈　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演讲　走
近毛泽东——搜狐网访谈　毛泽东的“强国梦”——1958年大跃进运动成因及影响再解释第三编　书
序谈史录　我为什么研究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新探》台湾繁体字版序　⋯⋯跋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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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一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
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
与丑的核心价值观。
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
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
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力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
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
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如此“突出”的结果，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
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
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
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因为
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
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
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
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一个和八个》（1984）、《芙蓉镇》（1986）等创作公映
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
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
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
“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
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
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
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
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
清楚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
，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
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
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
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
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
就连在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
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
更 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胜
了，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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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整理收录了国内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近年来见诸《中华读书
报》《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等报刊杂志上的各种访谈、演讲文稿及专着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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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学问者何？
明道修德，洁身自好？
奈何咱终究还是个中国的学者，骨子里总会有那么点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求知问学，经世致
用的企图。
因此，对那些自认属于学问范围之内，又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问题，总免不了还是想要发挥一点儿
所学所问的知识的作用。
何况，学术的东西，如果不能和生活相联系，束之高阁，只供少数象牙塔中人切磋把玩，总让人觉得
会有些遗憾。
尤其我们做的是现当代史研究的问题，历史研究，目的就在求真。
一方面学者有大量真相发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会上对诸多历史上的问题继续以讹传讹，甚或以之为据
，还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古论今，相互指责攻讦，面对这种情况，也着实需要有学者根据所学
所问的知识，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
不是为了纠偏——这多半不大现实——只是为了让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了解，还有另外一种有点学术态
度的，即注重考证和史实的，比较客观一点的说法，让头脑冷静的读者有条件自己去比较，去鉴别。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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