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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
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
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
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
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
”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
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
八十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
九十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
。
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
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
”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
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
录。
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
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
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要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
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
析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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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革命的冲击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清室的溃败，是一个快速而有决定性的历史事件。
武昌起义没有遇到持久的抵抗；1912年2月溥仪退位，也没有强烈的抗议。
这一切都说明，革命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观念，而且清室也已失去了向心力，在政府和民间，它都没
有得到有力的支持。
　　然而在这种气氛之下，却有极少数的人，以不妥协的态度，继续效忠清朝。
他们在忠之外，没有其他的考虑。
我们认为，以往对朝代的忠是常态。
然而20世纪初年的价值观念和情况变了，清遗民的决定，被视为是异乎大多数人的行为，因此也更需
要我们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这一章里，我要先看革命对清遗老的心理冲击；其次，我将把他们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思想的
变化作一比较；最后，我将分析他们对革命的反应的动力来源。
　　郑孝胥（1860～1938）是清末近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活跃人物。
他就张之洞幕府，策划各项维新事业，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主持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并且
积极参与立宪运动。
可是他在近代化方面的事业，因为辛亥革命而戛然而止。
郑于1911年6月接令补授湖南布政使，8月初到任之后，又于月底接令赴北京参与研讨官制的改革办法
。
10月11日在北京时听到“湖北兵变”的消息。
因为武昌起义，所以他无法回到长沙。
革命的巨变，不但使他担扰家人的安危，而且也使他考虑自己所应采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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