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发展，多设置议题，扩大和深化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用中

国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与内蕴，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

气派，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行动与目标指明未来。

（责任编辑：窦兆锐）

穿行于 “碎片”之中的历史学及其应有态度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张　生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

科学。”①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② 的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

此作的新的申说。

然而，历史研究也在不断遭遇挑战乃至危机，这是历史学反复跌入谷底又凤凰涅槃的契机，

但应当明了其中很多危机是史学家亲手 “制造”出来的，又必须由史学家亲手终结。历史和历

史学家互相成全，又互相考验乃至敌对，在相互诘问中，历史学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碎片化”是当下中国史学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有人认为 “碎片化”不成其为问题， “在

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③ 这种意见并非没有共鸣，但现有的众

多论说表明，大多数人将其视为 “问题”。例如章开沅说：“‘碎片’一词，易生误解。或许可以说，

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却不能认为历史本身就是

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他主张，“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 ‘碎片化’”。④ 钱乘旦直陈 “碎片

化”为史学重大危机，认为，“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历史

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⑤

何为 “碎片化”？成因何在？为何成 为 问 题？穿 行 于 “碎 片”之 中 的 中 国 历 史 学 应 当 如 何？

对此均有反思和论述的必要。

一、碎片、碎片性和碎片化

因为名词之间暧昧难明的联系，新近关于 “碎片化”的讨论多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

１９８７年出版的 《碎片化的历史学———从 〈年鉴〉到 “新史学”》开始立论，难怪多斯自诩该书

“已成为众多立论的源泉”。⑥ 其实，无论问题提出之背景，还是所涉问题形成之过程，抑或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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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战时中国社会”（１９ＪＪＤ７７０００６）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６页注①。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第１版。

王笛：《不必担忧 “碎片化”》，《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章开沅：《重视细节，拒绝 “碎片化”》，《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钱乘旦：《碎片化难免伤害历史学研究》，《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第１５版。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 〈年鉴〉到 “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再版序言”，第１５页。



评的对象，还是对史学未来的期许，当下中国史学界所讨论的 “碎片化”和多斯当年所指，均

非一事。

但多斯对年鉴学派第三代沉溺于 描 绘 和 叙 述，失 去 总 体 性、整 体 性、通 贯 性 追 求，甚 至 剥

夺人类在史学研究中核心地位的批评，和中国史学界近来面临之情势有很多共同之处，语言的

“所指”和 “能指”错舛而奇特地构合，也算一景。

在中国史学界，“碎片化”作为问题的提出，先于 “碎片”，因为前者是 “问题”，而后者不

是。但因为语言逻 辑 的 关 系，诸 多 论 家 多 从 确 定 历 史 研 究 必 须 依 赖 “碎 片”即 史 料 开 始 铺 陈。

李金铮说：“从主观愿望上讲，每一个历史学者都可能希望对历史现象 ‘一网打尽’。但由于人

类社会极其复杂，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历史内容进行全面研究，

而只能选择具体，选择碎片。”① 罗志田说：“我们所面对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不论是稀少还

是众多，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其实都只是往昔所遗存的断裂片段……可以说，史学从来就是

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② 在此语境下，史料是 “碎片”，史料即 “碎片”，所以，从历史哲

学层面上讲，历史研究无法回避 “碎片”。

自然，“历史是一个巨系统，即使是这个世界一天的历史，要穷尽其中的所有，历史学家也

是无能为力的”。历史研究确实是在无数 “碎片”中穿行，但从逻辑上却无法得出历史研究应当

“碎片化”的结论。“我们迄今赖以研究历史的证据可能确实是历史身上抖落的 ‘碎屑’，但我们

既然可能从一个细胞中找到隐藏生物体全部秘密的基因，从这些 ‘碎屑’中找到历史传承的规

律也非痴人说梦。”③ 相对于历史本体而言，史料本身所呈现出来的 “碎片性”，无碍于历史学家

实践自己的伟大使命——— “究天人之际”，是空间维度；“通古今之变”，是时间维度。在万古江

河沧海桑田之变中，史学家力图把握其中的结构，透视其间的因果，总结其中的规律，以为镜

鉴。司马迁为史学家厘定的任务，抓住了人类作为生活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中智慧生物的本

能。正因为如此，从全球史角度看，史学几乎是所有文明摆脱蒙昧之后的第一门精神性创造。

然而，“碎片化”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已成事实。李长莉说，“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

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考虑到李长莉的学术背景，以下的批

评尤其直率：“这 种 ‘碎 片 化’倾 向 尤 其 在 近 二 十 多 年 来 新 兴 的 社 会 史 和 社 会 文 化 史 （新 文 化

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④

回顾多斯对 “碎片化”史学面目的描写，对照当下中国史学界的某些现象，是时时让人会

心一笑的——— “历史学家对一切都表现出好奇，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公认价值的负面、

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史学家把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和人为的转折抛在一边，而唯独看重

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同样，人们 在 描 述 村 庄、妇 女、移 民 或 社 会 边 缘 人 物 时，也 赋 予 其

一种新的美学形态”；“放弃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从社会退缩到象征性的文化”；“人类的

脉动被归结为人类生存的生物或家族现象：出生、洗礼、结婚、死亡”。⑤

中国 “新兴史学”研究的 “碎片化”现 象，李 长 莉 总 结 为 “论 题 小 而 微，缺 乏 大 关 怀 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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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 “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张生：《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自序”，第２、５页。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 〈年鉴〉到 “新史学”》，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①

在当下的史学实践中，一些史学研究者把所发现的某一个村庄、某一座庙、某一个舞厅、某一

个饭店、某一本家谱、某一份 “必须”错 缺 的 地 图、某 个 “足 够”另 类 的 乡 贤 的 回 忆，塑 造 成

自己心中的敦煌，无限中心化其发现的价值，而其所在的时代、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重要

政治变迁、历史性事件的过程和震荡、经济社会的宏观变化，被策略性回避。于是，跑马圈地，

成为一些人的狂欢，把 “邻猫生子”、别人无从置喙，当成绝学。史学在自我堕落中， “失去了

乐队指挥的身份，而沦落为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 ‘原料’”。②

二、“碎片化”的成因

很清楚的逻辑是，史料的 “碎片”性 质，并 不 是 “碎 片 化”研 究 的 理 由，当 然 也 不 是 其 成

因。然而，新近的讨论中，无意中出现了一对误读：因为史学研究依赖于碎片性的史料，所以

史学研究自然会 “碎片化”；“碎片化”其实就是微观化、精细化。如有论者说：“历史研究中的

碎片化问题在比较成熟的西方史学界也许存在，在当下中国大陆史学界，我们的微观研究现状

远未达到需要警惕细化的程度。”③ 这种替代，在逻辑中是需要仔细辨别的。

从微观入手，对历史材料进行条分缕析的精细研究，是把握大历史、解决大问题的必要前

提。梁启超评价明末清初学者阎若璩的历史性贡献：“《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 《古文

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 《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

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

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

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

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梁启

超称阎若璩的研究 “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④ 阎若璩经考证而宣判 “古文尚书”的死刑，在中

国学术史、思 想 史、社 会 史 乃 至 政 治 史 上 具 有 重 大 影 响，其 由 “碎 片”而 始，却 非 “碎 片 化”

指向，这在中外史学数千年演化历史中，实为百变常新的奥妙之一。事实上，即使是最严厉的

“碎片化”批评者，也没有谁否定精细微观研究之价值，所以继续相关名词之纠缠实无必要。

笔者认为，“碎片化”的成因，首在时代变化所引起之史学变化。多斯在论述年鉴学派日益

流于 “碎片化”研究时，分析了时代变局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结构主义也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下

风行起来，人种学的意识激发了对其他文明的关注，人们对这些社会的抵抗力、稳定结构和不

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产生了兴趣。对 ‘他者’和人类真相的发现动摇了欧洲中心论。生活在别的

空间的他者也上升为一种典型。”⑤ 中国当下的 “碎片化”成因不同于此，它直接肇因于先前过

度用力的不当做法，即把几乎所有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于几个问题，忽视了历史非线性的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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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在文中，李长莉使用

“新兴史学”这个名词的左右为难是耐人寻味的。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 〈年鉴〉到 “新史学”》，第２３６页。

张仲民：《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复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张仲民

分析了当下中国史学研究中的 “碎片化”现 象，认 为 这 是 低 水 平 重 复 与 拙 劣 模 仿 的 问 题，不 应 归 结 为

“碎片化”问题，而且是西方语境中微观史学所极力反对的。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儒家哲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２０页。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 〈年鉴〉到 “新史学”》，第１５３页。



和多层次。有论者回顾了某一时期近代史研究中排他性叙述框架的形成及其缺失：“政治史的内

容占了极大的 比 重，而 关 于 社 会 生 活、经 济 生 活 和 文 化 的 叙 述 分 量 很 小，不 能 得 到 适 当 的 地

位。”① 其实，不光近代史如此，整个历史学界都曾被限定在有限的议题内。“碎片化”研究，在

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一现象的矫枉过正，乃至渐入歧路。

其次，史学家对近代以来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爆炸性增长掌握不足，从而削弱了

把握整体历史发展的思维能力，在 “碎片化”研究的 “小确幸”中自承无力，耽美于 “小知识”

的自我审美。

史学启蒙时代为后世垂范的大家，几乎掌握了当时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知识，宏观处，通天

彻地；微观处，芥子须弥。以 《史记》言，内纳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而其中的八书记天文、历法、礼、乐、音律、封禅、水利、财用等，

更有今日整体史的大模样。以西方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 《历史》言，九卷皇皇，其前半部，

全面阐述地中海东 部 西 亚、北 非 及 希 腊 地 区 约２０个 古 代 国 家 的 自 然 地 理、民 族 分 布、经 济 生

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历史变迁、风土 人 情；其 后 半 部，主 述 波 斯 人 和 希 腊 人 数 十 年 间 争

战传奇。其取材之丰富，结构之宏大，取向之总体，说布罗代尔的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

的地中海世界》祖述于此也不为过。

而今天之史者，确实可以归因于知识的海量积累和增长，总的来说，只能围绕专业掌握有

限的知识。现代科学知识，尤其是近代以来物理学、天文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哲学含义，在史学

界传播甚微。即使 是 习 惯 尝 鲜 的 美、欧 史 学 界，也 不 再 能 看 到 可 以 媲 美 前 贤 如 牛 顿、笛 卡 尔、

玻尔、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兼思想家，几乎无人深究海森堡 “测不准定理”、 “薛定谔的猫”、

波粒二象性、“双缝实验”等的人文底色和哲学深度。无力感不仅充斥年鉴学派后人的心灵，也

逼迫中国某些史学研究者在严厉的量化考核和荣誉追逐中急切地寻找出路，并把自身的 “碎片

化”研究正当化，在 “逃跑”和 “躲避”中致 “碎片化”研究泛滥而渐成灾情。 “一些诸如 气

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

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 在 都 已

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② 事实上，问题主要不在于这些东西被纳入研究对

象，而在于一些研究者把这些当作了历史研究的主旨和乐趣。

最后，特定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某些社会史研究范式被神话，并对 “经典”作了拙劣的模仿。

王晴佳直陈：“我们探讨国外史学研究 ‘碎片化’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要探究新文化史的兴

起”，他认为，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的一种反弹，是历史研究 “碎片化”的主要表现。③ 池子华

等人则认为 “碎片化”问题适用于整个社会史。④

到底是仅仅在新文化史研究中，还 是 在 整 个 社 会 史 研 究 中，或 是 在 “新 兴 史 学”中，抑 或

在整个历史研究中存在 “碎片化”问 题，乃 至 严 重 到 以 “危 机”相 论，是 可 以 继 续 讨 论 的。但

就 “始作俑者”而言，多斯是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提出 “碎片化”概念的。他对年鉴学派

的第一代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的崇敬自不待言，对第二代核心人物布罗代尔也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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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并将其和第三代的 “碎片化”研究作了区隔，“布罗代尔本人始终不忘史学的基础，而他

的继承者们则早已将此抛在脑后。布罗代尔在研究中重视总体性、时间参照的统一性、各层次

现实间的互动 性 和 社 会 史 的 地 位”。① 这 一 论 述 序 列 表 明，多 斯 所 说 的 “碎 片 化”主 要 指 曾 经

“收编”了其他诸多学派，以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年鉴学派，在以历史人类学和社

会文化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一些人中出现了游移和堕落。

中国当下的 “碎 片 化”研 究，显 然 没 有 这 么 复 杂 的 谱 系，它 更 像 是 反 复 出 现 的 “一 窝 蜂”

式史学 “热点”。而且，这种 “热点”是对新文化史名著诸如亨特的 《法国大革命中政治、文化

和阶级》、勒 华 拉 杜 里 的 《蒙 塔 尤》、戴 维 斯 的 《马 丁·盖 尔 归 来》、金 兹 堡 的 《乳 酪 与 虫 子》、

达恩顿的 《屠猫记》等著述的拙劣模仿。

当然，考虑到中外史学的映射互动关系，目前出现在国外史学中的一些 “碎片化”研究所

蕴含的历史虚无主义尤其值得警惕。如有国外研究者 “关注”贩卖黑奴过程中当地黑人、北非

人的 “作用”，有人研究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中拿鸦片当药品使用的 “风俗”，等等。其 “高级”

的意识形态蕴含，说明某些人的所谓 “新清史”研究并非孤立现象。

三、中国史学对 “碎片化”的应有态度

如何走出 “碎片化”研究？钱乘旦提出的要点是 “体系”， “不管历史学家是有意识还是无

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 无 法 书 写 历 史。……就 体 系 而 言，框 架 是 关 键，框 架 的 边

界就是理论”。② 李先明等人提出，“碎片”是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选择有 “历史

意义”的 “碎 片”进 行 研 究。③ 李 金 铮 诉 诸 “整 体 史”，提 出 “宏 观 史 学 是 整 体 史 的 最 高 追

求”。④ 王学典等人则直接主张 “重建”历史的宏大叙事，他们认为，“碎片化”背后衬托着当前

史学界宏观思维能力的枯竭和理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⑤

笔者认为，对 “意义”的追求，是人类所有学问的内在禀 赋。⑥ 意 识 流 式 的 “碎 片 化”研

究，对于破解某些故作高深的高头讲章不无微功，却消解了史学的特征和使命，并将历史研究

化解为用美丽的腔调和轻曼的结构讲细碎故事的技巧，有迷失在如汪洋大海、漫天雪花却永远

只是 “碎片”的史料之中的可能。“史学家如果不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以繁

琐考辨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珠玑，袭陈言而自诩多

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历史学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⑦

时贤提出的各种角度诊治 “碎片化”的方案，在在均见对史学未来的关切。同时笔者想提

出，要拒斥 “碎片化”，须了解历史的特性———人物、事件、整体的社会，在想象的 “静止”状

态中，必定处在一个三维 “空间”结 构 中；但 加 上 历 史 的 本 质——— “时 间”维 度 后，它 就 成 为

“时—空”四维结构，这种结构赋予历史整体性和延续性。“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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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谬的事情”，“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① 也

是历史存在和 演 进 的 方 式。布 罗 代 尔 扬 言 要 将 “历 史 时 间”与 “地 理 时 间”、 “社 会 时 间”及

“个人时间”区分开来，实际上，在人类产生并将整个世界对象化以后，所有的 “时间”都不可

分，且弥散、结合于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是我们理解所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发展的

必要条件。历史学家都是三维生物，但他们拥有值得骄傲和珍惜的技能，即理解四维 “时—空”

结构历史的能力。视野、观念、框架、模式、体系、理论等，广义地、长时段 地 讲，是 历 史 学

家介入历史的工具和方法。解读、阐释 历 史 的 过 程，就 是 历 史 研 究 “意 义”产 生 的 过 程，而 且

这些 “意义”必须在历史本身的整体性、延续性特征中才能得到理解，这就说明历史研究在本

质上是应当拒斥 “碎片化”的。

拒斥 “碎片化”，须明了历史学是 “人”的学问，史学的中心，必定是人。人的历史活动有

三个方面的事实：其一，“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

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二，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

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其三， “每日都

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而且，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的

“普遍交往”逐步发展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② 人

的全球化，使得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了新的含义，决定全球史时代的历史学，必须

有普遍联系的观念。“碎片化”研究对此无能为力。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③ 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的总

要求，需要中国历史学界作出回应。中国有５０００年以上延绵不绝、不断更新升级的文明史，构

成人类史的宏大篇章；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更是在极短的时间

里实现了多个层次螺旋递进的发展跨越，其实践和认知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历

史学家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机遇和鞭策。“碎片化”研

究也许还未成气候，却应当终止了。

（责任编辑：周　群　高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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