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从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起步的。 在短短的 10 年间， 出

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指定参考书的 “史学概论”， 计有 11 本之

多。 [1] 正如首部 《史学概论》 作者陈光前所预见的那样： “十亿人口的大国， 才出版两三种史学概论教

材， 很难适应不同的情况和需要， 应当多有几种不同风格、 不同形式的教材， 百花开放。 在科学的春天

里， 史学概论这一品类的鲜花， 一定会争相开放。” [2] 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历史眼光看， 应

该承认， 这 10 年是史学概论繁荣的 10 年， 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一大亮点。 经过研究， 我们将 11
种史学概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依次概括为综合模式、 理论与方法模式、 认识论模式、 史学理论模式和史学

学模式 （限于篇幅， 此模式概说略去）， 并由此建立一个学术坐标予以比较。 应该看到， 11 本史学概论

著作出自众人之手， 由于史家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 任务、 学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 加上他们

有不同的人生经历、 职业习惯和教学研究体会， 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历程， 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史学概

论中打上了烙印， 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学术风格， 各有各的逻辑体系。 还要看到， 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研

究， 不仅是一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髦话题， 而且也是史学概论学术史上的永恒话题。 [3] 立足于当下，

必须借鉴和反思历史经验。 因此， 比较他们在史学概论建构中逻辑体系的差异， 既有利于研究中国改革

开放新时期史学起步阶段的时代特点、 时代精神， 又有利于科学总结处于学术繁荣时期的史学概论体系

建构经验， 规避其时代性、 主体性失误， 继续把中国特色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工作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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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综合模式

还是在当时， 就有学者研究指出， 部分史学概论体系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模式 [4] 特征。 因此， 这里所

说的史学概论体系综合模式， 实际上是一个借用的概念， 即史学概论=部分 1+部分 2+部分 3。 在史学家

所构建的史学概论体系中， 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教学或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 采用了这种部分相加等于整

体的结构体系， 但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种综合模式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 “拼盘”， 因为史学家在

构建其结构时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 具体来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采用这种综合模式来建构其史学概

论的著作有葛懋春、 谢本书主编的 《历史科学概论》 （1983 年第 1 版， 1985 年第 3 版）、 白寿彝主编的

《史学概论》 和田昌五、 居建文编著的 《历史学概论》。 应该说， 这 3 本教材，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首

批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 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 葛懋春、 谢本书主编 《历史科学概论》 （简称葛本） ① 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 葛本的逻辑结构是： 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料和史学的研究方

法+中外史学史=历史科学概论。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绪论 （修订时增写）， 总论该书的主旨问题， 共 7 页， 占全书 （477 页） 比例为 1.47%。

第二， 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 （第 1 章）， 主要解决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 共 55 页， 占全书比例

为 11.53%， 主要包括： 历史、 历史学、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辨析， 历史科学在认识对象、 认识过程、 认

识经验上的主要特点， 历史科学的作用， 历史科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 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

第三， 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第 2 章至第 9 章）， 主要回答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共 217 页， 占全书比例为 45.49%， 主要包括： 唯物史观

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 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

程， 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史论结合等。

第四， 史料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 （第 10 章至第 11 章）， 主要说明如何搜集和处理文献史料和

实物史料的问题， 共 50 页， 占全书比例为 10.48%， 主要包括： 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简介及其搜

集、 鉴别、 校勘的方法， 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等。

第五， 中外史学史概述 （第 12 章至第 13 章）， 主要论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以及欧美史学的发展情

况， 共 111 页， 占全书比例为 23.27%， 主要包括： 中国史学史概述， 欧美史学史概述等。

第六， 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 （第 14 章， 修订时增写）， 主要介绍国外流行的几种史学方法，

共 37 页， 占全书比例为 7.76%， 主要包括： 历史比较研究法， 历史数量研究法， 历史系统研究法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 葛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重温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并强调在史学研

究中运用唯物史观， 即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二） 白寿彝主编 《史学概论》 （简称白本） 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 白本的逻辑结构是： 历史学基本问题+史学的内部问题 （历史观+历史文献+历史编纂）

+史学的外部联系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史学概论。

第一， 叙论 （第 1 章）， 总论该书涉及到的历史学基本问题及其编写大意， 共 30 页， 占全书 （426
页） 比例为 7.04%， 包括： 历史、 史料、 史学基本概念辨析， 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该书的编写大意等。

第二， 史学的内部问题 （第 2 章至第 6 章）， 主要论述历史观、 历史文献、 史书的编著、 史书的体

例、 历史文学等属于史学内部结构的问题， 共 199 页， 占全书比例为 46.71%， 主要包括： 历史观———

史学的灵魂， 主要以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来贯穿论述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 历史文献———史学的

基础， 回顾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 并在论述中渗透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 历史

编纂———史学的成果表达， 包括： 史书的体裁及编和著、 史书的体例、 历史写作文字方面的问题。

①此处以葛懋春、 谢本书主编 《历史科学概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第 3 版） 为主， 兼顾了之前版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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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史学的外部联系， 即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 7 章）， 着重论述了史学与科学、 哲学、 考

古学、 民族学、 艺术、 天文学、 地质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 共 50 页， 占全书比例为 11.74%。

第四，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 （第 8 章至第 9 章）， 回顾和评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情况和重要问

题， 共 103 页， 占全书比例为 24.18%， 主要包括： 近代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第五， 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 （第 10 章）， 在前文的基础上， 探讨了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

指明史学发展方向， 共 44 页， 占全书比例为 10.33%。 主要包括： 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 开阔视野， 治

史修史， 不断提高史学水平； 强大史学队伍， 培养史学人才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 白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概述， 及对中国史学史脉络的

把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新时期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 应该说起自白寿彝主编的 《史

学概论》。 现在看来， 其初始倡导之功， 殊为有益。

（三） 田昌五、 居建文编著 《历史学概论》 （简称田本） 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的来说， 田本的逻辑结构是： 历史学基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唯物史观的具体运

用） +史学史+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 （文献学、 考古学） =历史学概论。

第一， 历史学基本问题 （第 1 章）， 重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共 21 页， 占全书 （245
页） 比例为 8.57%， 主要包括：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 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等。

第二， 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第 2 章至第 5 章），

主要论述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共 162 页， 占全书比例为

66.12%， 主要包括：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这里分为两个问题： 首先是两种历史观， 主要论述了唯心史观

和唯物史观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及史论关系问题、 党性与科学性的问题。 其次是历史诸因素的相互关系，

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新阐述经济与政治、 思想等因素的相互关系； 阶级斗争的相关原理及其在历史

研究中的运用 （其中在论述阶级分析方法时， 特别提到了历史的方法、 逻辑的方法、 辩证的方法、 比较

的方法）； 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

第三， 史学史即历史学的过去与现状 （第 6 章）， 回顾和评述了中外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 共 46
页， 占全书比例为 18.78%， 主要包括： 中国的封建史学， 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史书的体

裁问题； 近代资产阶级史学， 着重介绍了近代中国新史料的发现和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史学成就； 现代马

克思主义史学， 主要论述了李大钊和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 历史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 包括

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教训。

第四， 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 （第 7 章）， 主要介绍历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关知识， 共 16
页， 占全书比例为 6.53%。 主要包括： 古文献资料及其相关的知识和史学与考古学 （实物史料方面）。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 田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阐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及研究方法， 强调遵循唯

物史观， 运用唯物史观， 重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方法。 应该注意的是， 田本与前述葛本

的逻辑主色调虽同为唯物史观， 但重点和导向却是不一样的： 白本重史观， 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入手强

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田本重方法， 强调运用唯物史观， 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

综上， 我们不难发现， 这种综合模式的内在逻辑虽然都是 “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结构”， 但是， 各本

所囊括的内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 因史家主体的认识差异， 在用笔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 当然， 在

具体实践中， 也因为操作性的问题难免存在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 对于这些问题， 三本著作出版不久，

就有学者毫不讳言地予以指出。 比如， 1984 年， 蒋大椿在 《建设历史 科学概论的有益 探索———评介

〈历史科学概论〉 和 〈史学概论〉》 一文中就指出， 虽然 “从着手建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学科来看， 两书

（笔者注： 葛本和白本） 的首倡之功， 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是两书还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我们进一

步努力解决， 其中 “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是亟待明确的首要问题， 因为 “历史科学概论

应是一门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专门学问”。 [5] 又如， 1985 年， 姜义华在 《从 〈史学要论〉 到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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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论〉》 一文中指出， 葛本、 田本和白本三书 “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在于这几部著作内容稍嫌庞杂。

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想集历史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编纂学、 史学史于一身， 结果， 反而使史

学概论自身所要专门考察的问题被排挤或淹没了”。 [6] 除了蒋大椿、 姜义华指出的问题外， 这种综合模式

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还显得不够紧密， 尤其是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对于谋求使 “史学概论” 成为一

门独立的学问作用不大， 只能起到史学教学概要和普及历史学学科知识的作用。

二、 理论和方法模式

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体系， 我们将它简称为理论和方法模式。 赵吉惠是这种模式的

首倡者， 赵著 《历史学概论》 （简称赵本） 是该模式的实践成果。 总体看， 赵氏 “历史学概论” 意在从

理论和方法的角度， 概述历史学及其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 因此， 其逻辑结构就是： 历史学基本

问题+理论部分+方法部分=历史学概论。 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 历史学基本问题 （引言）， 总论历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共 19 页， 占全书 （347 页）

比例为 5.48%， 主要包括： 历史、 历史记录、 历史学、 历史学理论、 历史学概论等基本概念辨析及 《历

史学概论》 一书的主旨论述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意义及史学工作者的必备品质。

第二， 理论部分 （第 1 章至第 8 章）， 着重从理论角度来梳理史学发展历程和历史观方面的一些理

论问题， 共 152 页， 占全书比例为 43.80%， 主要包括： 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学的发展历

程， 分为三个小部分： 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 发展与终结， 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 中国马克

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二是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关系； 三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

具体运用， 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历史发展

的动力， 历史遗产的继承与批判。

第三， 方法部分 （第 9 章至第 16 章）， 主要论述史学研究和编纂的一些重要方法， 包括： 一是马克

思主义是史学方法论的根本指导原则； 二是搜集、 整理、 运用史料的方法， 史学研究方法， 主要论述了

6 种， 分为 5 章； 三是阶级分析方法、 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历史系统研究方法、 历史计量研究方法； 四

是史著的体例与编纂方法 （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撰写史学论文的要求与方法）。

应当看到， 赵本从理论与方法角度建构史学概论体系， 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论述重心， 这就抓

住了史学概论的核心问题， 使全书各部分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 相对于葛本、 白本而言，

赵本的逻辑体系更为严密， 所囊括内容的比例也更为合理。 对此， 时人何振东在 《从几本 〈史学概论〉

看本学科的主要内容》 一文中有过论述。 他认为， 与葛本、 白本相比， 赵本 “将有关历史文献、 史书的

体例， 以及中外史学的基本知识， 均归纳到 《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 发展与终结》 和 《历史上各种历

史观的主要形态》 这两章中”， “叙述时进行纵横交叉， 有机结合， 这样就显得概而不杂， 丰而有序”，

这样处理就显得很好。 [7] 当时对此持肯定性意见的还有徐万发， 他在 《史学主体与 〈史学概论〉 研究对

象》 一文中指出， “赵本的处理是一种大胆的探索， ‘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出发， 对历史学的整体做比较

概括地论述。’ 它自然而然地调正了 ‘史料与文献学、 编纂学’ 等学科在史学概论中的位置， 又从与理

论、 方法相关的世界观出发， 处理了史学概论与史学史的关系”， 全书 “自成体系， 有另辟蹊径之功”。 [8]

三、 认识论模式

认识论模式， 即以历史研究的主体认识活动为中心来建构史学概论体系， 简称认识论模式。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从认识论角度来思考史学概论体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 主要有吴泽主编的 《史学概论》

和姜义华、 瞿林东、 赵吉惠、 马雪萍合著的 《史学导论》。 虽然如此， 但还要注意的是， 这两本书无论

是在体系建构， 还是在所囊括的内容等方面， 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 吴泽主编 《史学概论》 （简称吴本） 的逻辑体系内涵

根据吴本 “前言” 和第 1 章 “绪论” 可知， 作者试图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 （史家主体与史学

客体） 关系为主线来展开论述， 从而确立史学概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 因而作者将由此贯穿起来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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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归纳为： 基础理论、 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三大部分。 简单地表述吴本的逻辑结构是： 史学概论=历史

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 从表面上看， 吴本的结构与上面论述的综合模式

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是， 其内在逻辑则是不同的。 具体地说， 其内在逻辑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 根据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定性来说， 回答人类历史的起点是

什么？ 人类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类社会是怎样变化发展的？ 其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什么？

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涉及到历史观这个根本问题， 是历史研究的灵魂。 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解答了这些问题。 因此， 唯物主义历史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学概论的一个重要课

题。 在作者看来， 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阐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 一次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 不仅包括研究者根据史料来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从中引出

科学结论的过程， 而且还包括研究者把科学结论写成史学著作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 史料作为历史

研究的出发点， 存在着分散、 讹误的问题； 科学结论的得出， 存在着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

问题； 史学著作作为最终成果， 存在着史学观点如何表述的问题。 为此， 研究者必须掌握搜集、 鉴定和

整理史料的方法， 分析与综合、 归纳与演绎、 具体与抽象、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以及编写史学论

著的方法， 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也是史学概论研究的重点。

再次， 在历史研究中， 史学家不仅要用天文学、 地理学、 人类学、 考古学、 社会学以及某些自然科

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辅助历史研究， 而且还要通过史学评论来了解现实对于史学的要求， 通过研究史学的

历史与现状来不断丰富史学概论， 因此， 这些史学与其他有关科学之间的关系、 史学评论、 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产生以及当今世界上各种史学流派等问题， 都可看作是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知识， 以此来帮助

研究者解决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

吴本的史学认识论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 绪论 （第 1 章）， 总论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 共 18 页， 占全书 （398 页） 比例为 4.52%。

第二， 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 （第 3 章）， 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共 36 页， 占全书比例为 9.04%， 主要包括： 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 历史上人类的共同体，

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 （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历史的现象和本质、 历史的必然

性和偶然性、 历史发展的渐变和突变、 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发展）。

第三，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 4 章至第 6 章）， 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论述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共 40 页， 占全书比例为 10.05%， 主要包括： 分析和综合研究法 （将阶级分析法

囊括其中）， 历史比较法， 历史归纳法 （演绎法）， 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和抽象， 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

一 （历史主义原则）； 二是史料和史料学， 着重论述了史料学的相关问题， 并介绍了处理史料的相关方

法； 三是历史编纂学， 论述了史书的体裁、 体例、 表达等史学成果表达的方法问题。

第四， 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 （第 2 章、 第 7 章至第 9 章）， 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中外史学的发展情

况， 主要包括： 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伟大变革 （第 2 章）， 重点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 以及马

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 （第 9 章）， 主要述评了梁启超、 顾颉

刚等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 法国年鉴学派等国外近现代史学流派； 二是史

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 7 章）， 主要论述了史学和哲学、 考古学、 民族学、 历史地理学、 文学、 自然

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 三是史学评论 （第 8 章）， 主要论述了史学评论的性质、 标准、 作用问题。

第五， 史学发展和史学工作者的修养 （第 10 章）， 立足现实变化对史学发展的新要求， 论述了史学

工作者的修养问题， 共 14 页， 占全书比例为 3.52%。

从总体上看， 吴本建构史学概论体系是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思考的， 他们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主体和

客体的矛盾， 但是从其逻辑进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内容来看， 他们并没有紧紧抓住历史认识论这一重大问

题展开论述， 只能说是初步体现了作者试图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一些思考。 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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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葛本、 白本、 田本相比， 吴本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所构建的 “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

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 的逻辑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 对此， 研究者肖马曾经有比较中肯的评

价， 他说， 吴本的 “第一个特点是系统性、 逻辑性强。 全书共分十章， 无论横观、 纵观， 在内容上都是

完整的有机联系， 而不是生硬拼合”。 [9]

（二） 姜义华、 瞿林东、 赵吉惠和马雪萍合著的 《史学导论》 （简称姜本） 的逻辑体系内涵

其实， 早在 20 年代 80 年代之初， 姜义华就对史学概论体系进行了思考， 并撰文论述了他对于史学

概论体系的设想。 [10] 他的这一设想， 后来大体上体现在他与瞿林东等学者合著的 《史学导论》 之中。

姜义华在 《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 一文中， 意在利

用现代思维科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丰硕成果，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构建史学概论体系。 他结合

现代思维科学的成就， 认为 “历史研究活动， 是一种三级思维活动”， 即 “历史研究活动乃是认识主体

（历史学家） 经由中介质 （历史资料） 与认识客体 （历史实际） 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 “一个正确

的历史认识的获得， 大体上得经历 ‘感性’、 ‘知性’、 ‘理性’ 这样几个必要的阶段”， 同时， 历史认识

活动的这些特性， 还决定了历史著作的编纂不可能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及历史认识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的问题， 因此， 他认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 [11] 这些观点， 在 《史学导论》

一书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 结合这篇文章， 有利于我们理解姜本的逻辑结构。

第一， 史学导论研究的对象与任务 （引言）， 论述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 共 3 页， 占全书 （349 页）

比例为 0.86%。

第二， 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功能与科学地位 （绪论）， 共 81 页， 占全书比例为 23.21%， 主

要包括： 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的形成， 意在论述中外史学由传说到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历史学的

社会功能， 主要论述了历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 历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地

位， 鉴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 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就表现为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 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 （第 1 章）， 意在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过

程进行总体分析， 共 63 页， 占全书比例为 18.05%， 主要包括： 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 即主要论

述了历史认识的三级能动统一结构和历史认识的感性、 知性与理性认知过程的问题； 历史思维的方式与

范围， 即主要论述了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和微观、 中观、 宏观的历史考察的问

题； 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 即主要论述历史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在史料、

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的检验问题。

第四， 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 （第 2 章）， 主要论述了一些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 共 57 页， 占全书比

例为 16.33%， 主要包括： 历史事实还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 辨析与抉择的方法和史实编次与排列的方

法； 历史过程分析与解释的方法， 主要论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 结构分析和

阶级分析、 整体研究 （系统分析） 和跨学科研究及历史心理研究方法； 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五， 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的探究 （第 3 章）， 在回顾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即历

史本质追寻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本质的认识， 共 45 页， 占全书比例为 12.90%。

第六，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 （第 4 章）， 意在论述历史学著作及其内容、 形式和要求的问

题， 共 52 页， 占全书比例为 14.90%， 主要包括：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性与多样性， 主要论述历史撰述

和历史编撰构架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问题； 历史撰述的根本原则与不同要求， 主要论述历史撰述中的客

观主义、 先验主义倾向与信史原则的问题、 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的问题和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的问题。

第七， 历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 （第 5 章）， 意在论述历史学家的相关问题， 共 48 页， 占全书比

例为 13.75%， 主要包括： 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素养， 主要论述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

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献身精神方面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个体与群体研究； 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

综上， 虽然姜本与姜义华最初在论文中表露的设想有些不同， 但是， 姜本所体现的史学概论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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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与姜义华早先的设想还是一致的。 这不仅体现了著者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重视， 力图以历史认识论

为主线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 而且还通过这一逻辑关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了较强的逻辑联

系， 使全书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还要指出的是， 后来姜本分别于 2003 年和 2010 年进行了修

订， 但是， 对比三个版本来看， 全书的史学概论体系框架并没有发生 很大变化。 正如赵 梅春在评论

2003 年的修订本时所指出的， “全书各章以历史认识活动为主线， 将历史认识、 史学方法、 对历史本体

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 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几个必

要环节并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论述， 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12] 应该说， 赵文的评论

比较如实地勾勒出姜本的亮点和特色。 特别要指出的是， 由于在中国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 运用唯物史

观， 是一条原则和常识， 因此， 姜著同类似著作的明显差异是， 不再在唯物史观问题上大费笔墨。

四、 史学理论体系模式

所谓历史学理论体系模式， 是指部分学者从历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角度出发， 把史学概论作为建构历

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有历史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设想， 但在当时将其付诸实

践的却只有李振宏所著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一书， 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史学理论探索勇气的。

李振宏在其 1986 年发表的 《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 [13] 一文基础上， 在 《历史学的理

论与方法》 中进一步提出史学本体论、 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者构成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观点， 即

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 在他看来， “史学本体论， 是对史

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 它把人们的史学研究实践作为一种 ‘存在’ 去研究， 弄清这一

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 性质及其意义， 从本体论的角度回答 ‘什么是历史科学’ 的问题， 规定整个史学

认识活动的方向和任务， 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起指导作用； 历史认识论， 是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知识性

反思的理论产物， 它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 何以可能的问题， 即要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 ……史

学方法论， 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 思想方法、 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 是对史学研究的思维

活动程序作抽象化、 形式化、 相对固定化的研究， 它解决历史认识手段、 方法、 途径的合理性、 科学性

问题， 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 [14] 由此， 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学本体论、 历史

认识论、 史学方法论构成的结构体系， 安排了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一书的逻辑体系。

第一， 绪论， 总论该书的写作主旨， 共 8 页， 占全书 （447 页） 比例为 1.79%。

第二， 史学本体论 （第 1 章至第 7 章）， 集中回答了 “什么是历史科学” 的问题， 意在对史学本体

进行整体性和理论性认识， 共 144 页， 占全书比例为 32.21%， 主要包括： 历史是什么， 主要论述了历

史的定义、 人类历史活动的特征、 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争议等问题； 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 历史科学

的特性和任务； 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 主要介绍了通史、 专门史、 史学理论、 历史编纂学、 史料

学、 史学评论等等历史学内部各学科的情况， 并进一步论述了诸学科间的相互关系； 历史科学与一般社

会科学， 着重论述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 文学、 考古学、 历史地理学、 目录学的关系问题， 意在加以借

鉴； 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 即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即唯物史观的相

关问题， 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完善及其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 历史认识论 （第 8 章至第 12 章）， 集中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相关问题， 意在加强史学界对历史

研究主体问题的重视， 共 116 页， 占全书比例为 25.95%， 主要包括： 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主要论述

了主体意识的结构、 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渗透、 主体意识的社会性、 增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等

问题； 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 主要从历史认识角度论述了历史存在、 历史客体、 史料客体的相关问题

及后二者对主体的影响； 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 着重论述了考实性认识、 抽象性认识、 价值性认识及其

相互关系； 历史再认识及其推动因素； 历史认识的检验。

第四， 史学方法论 （第 13 章至第 20 章）， 主要论述了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问题， 意在为取得

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共 179 页， 占全书比例为 40.05%， 主要包括： 相互作用思想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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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意义， 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 阶级分析方法， 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民族关系史研

究的理论和方法，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运用史料的理论与方法。

对于以上安排， 正如李振宏自己所说， 由于研究欠缺和教学需要的原因与最初的设想存在一些差

距， 不过， 这并不影响该模式优越性的发挥， 尤其是对历史认识论的重视和在史学本体论部分完全坚持

以史学为研究对象的做法， 从而使史学理论名副其实。 这种模式一经提出， 就引起同行学者的关注和共

鸣， 在得到相应肯定的同时， 被付诸多本史学概论类著作 （教材） 中。 如闻晓在李本出版后不久， 就撰

文指出， 李本 “第一次提出以史学本体论、 历史认识论、 史学方法论这三大范畴， 建构史学理论体系”，

并认为该体系 “在史学界独树一帜， 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可以说， 只有依此看待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内容和范围， 才能廓清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界限， 保持史学理论学科自身的特

性。” [15] 上述评价是中肯的， 是实事求是的。 我们认为， 在以上诸本史学概论著作中， 李本是最有史学理

论味道和最具有历史反思精神的一本， 它所张扬的 “史学本体论、 历史认识论、 史学方法论”， 着力构

建中国风格的史学理论， 使该著具有独特的理论风骨和学术个性， 至今仍不失其深邃的学术价值。

我们将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史学概论体系建构， 总览其时公开出版或内部出版但实际使用为大学历

史系教材的 11 本史学概论著作， 以文本为载体， 从自身逻辑体系出发， 相应地将它们予以理论概念归

纳， 依次为： 综合模式、 理论与方法模式、 认识论模式、 史学理论模式和史学学模式， 由此建立一个学

术坐标， 对他们的理论探索予以定量分析， 明确其理论特色和学术特点， 由此进行差异性比较。 但在文

末还要特别指出的是， 学术史的永恒规律是： 差异即个性， 个性即特色， 特色即学术生命力。 在改革开

放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头 10 年， 首先出现史学概论繁荣的亮点和热点， 它不是以著作或相关论文之多取

胜的， 而是以差异化、 个性化、 学术特色化竞相纷呈为创造力的， 这 “三化” 不仅影响此后 25 年来中

国史学概论乃至于史学理论发展的脉络， 而且拨动着改革开放中国新时期史学的理论神经， 期间一系列

史学反思或理论讨论都在他们中间可以找到智慧的种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再出

发， 正是从史学概论体系建构探索中起步的。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 这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事情，

因而是值得研究者予以 “同情和理解” 式的理论观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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