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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特点及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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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向表现在五个方面：从传媒变化看，出现了由单一

印刷媒体向影视、网络等多媒体发展的趋向，从而改变了历史知识传播和文本构建的模式，并影响到民众对历

史的认知；在书写者方面，出现了职业史家书写向公众书写发展的趋向，公众逐步成为历史知识大众化的主体；

在目的性方面，出现从教育人向娱乐人转化的趋向，娱乐休闲逐步消解和取代了爱国主义等高尚意义的诉求；

在学科建设上，从学科附庸向学科独立发展，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与西方的公众史学相遇，加快了学科建设的

探索；在作品评价上，从学界内部向全民参与发展，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成果不断变成“ 公共话题”，出现全民热议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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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和大众文化的勃兴，
历史知识大众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迅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和发展

趋向。 下面从传媒变化、书写者、目的性、学科建设、作品评价五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传播媒介：从单一媒体向多媒体发展

媒体是历史信息传播的载体。从历史上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从无文字时期历史知

识的口头传播，到以龟甲、兽骨、简牍、丝帛为载体的历史文献，再到纸质的书籍、报刊，人们获取历史信息

的渠道越来越多。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广播、电视、电影、网络走入千家万户，历史知识传播的渠道进一步

拓宽，人们获取历史知识更为便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众媒体的发展非常迅速，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 1980 年代，印刷媒体享有

绝对的霸主地位，1990 年代以来，电子媒介、数字媒介渐占上风”〔 1〕。进入 21 世纪，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电

子媒体则迅速普及。 据国家信息中心《 中国数字鸿沟报告》课题组的调研，2004 年，中国网民总人数只有

9400 万，互联网普及率为 7.23%，截至 2012 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5.6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42.1%；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截至 2012 年底， 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已达到 4.2 亿； 而全国家庭彩电保有量到

2012 年底已达到 5.59 亿台〔 2〕。 传播技术的改进和传播水平的提升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历

史书写和记载的平台更为多元化，使历史的传播渠道更为多样化。根据中国媒体发展的事实，我们可以这

样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传播形式的变迁：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依靠书籍、 报刊等印刷媒体

传播，那个时代的人们主要靠读书阅报等形式获得历史知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书籍、报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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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体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体共同传播的局面；及至 21 世纪，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

体超越印刷媒体，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
传媒不仅仅传播历史知识，它还参与历史文本的建构。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文本生

成和传播方式，很容易看出其从单一媒体向多媒体发展的事实。 20 世纪 80 年代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

期，史学界在讨论历史知识大众化问题时大多只注意历史通俗读物的撰写，还很少有人关注电子媒体在

传播历史知识中的作用。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白寿彝先生就撰写多篇文章，号召专家撰写通俗历史读

物，把历史知识交给民众，强调通俗历史读物是通俗不是粗俗，撰写者需要具备很高的学术修养等问题

〔 3〕。 臧嵘提出历史普及是摆脱“ 史学危机”、发挥史学功能的必由之路，其普及途径有历史教学、历史普及

读物以及历史小说、戏剧等形式〔 4〕。 20 世纪 90 年代，黄留珠坚持主张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就是通俗

化，通俗史学的表现形式需要拓宽，通俗史学的应用领域需要扩大〔 5〕。 张晓校曾严厉批评了当时通俗史

学庸俗、媚俗和恶俗的问题，指出不少通俗史学作品缺少科学性和严肃性，变成了庸俗史学〔 6〕。 其所指的

对象依然多是印刷媒体所形成的通俗史学文本。 当时的学者之所以重视通俗历史读物的撰写，是因为其

他的传播方式尚未占据主流，充斥整个历史知识大众化市场的主要还是印刷文本。
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印刷文本、影像文本、网络文本等各种文本的历史作品蜂拥而出，电视讲述

历史、影视再现历史、网络写作历史纷纷出笼，热闹非凡，人们对历史知识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和认知也随

着传播媒体的多样化而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播层面。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媒体的发达，大大丰富了人们表现历史的手法，同时

也使历史书写更为及时和快速。 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采用摄像、摄影、录音等手段来

表达，从而转变成人们乐于接受的精神文化产品。 传媒的进步对历史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比如，互联网数字技术具有多媒体性和互动性，它不仅可以通过声音、影像更为直观地再现

历史，丰富历史的呈现形态，而且拓展了互动传播的平台，使公众对历史的接触与参与渠道更加便捷。
公众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对之做出回应，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这种传播的及时互动性是印刷媒体所

无法相比的。
其二，文本构建层面。 电子传媒不仅是历史书写的重要工具，而且“ 改变了传统历史书写的方式及手

段”〔 7〕。 传统通俗历史读物的书写大多借助文字进行，即使辅以插图，也只是作为文字的补充，这就形成

了历史书写的线性和一定的抽象性。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文本书写，电子传媒则大大丰富了图文结合、声文

结合的记载方式，完成了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的转换，化抽象为具象，在文本构建上一改以往历

史的静态书写，变为动态呈现，更为形象和直观。“ 使只有少数人理解的文字意义变成了大众可以通过视

觉直接领会的影像意义”〔 8〕。 再者，电子传媒能够“ 摆脱旧有的精英历史模式，通过民间眼光观察历史，小

视觉大视野”〔 9〕。 现代社会，传媒渗入生活的各个层面，也使原来各种各样被历史宏大叙事所忽视的历史

细节有了充分的传播平台。 可以这样说，各种媒介形态为各类不同题材的历史内容提供了合适的传播形

式，由此也“ 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 10〕。
其三，认知层面。 随着现代传播工具的普及，史学大众化的书写改变了以往历史文本书写的精英性、

严肃性和权威性，已经日常化和生活化。不同的媒体偏好某些特殊的历史内容，每一种媒体都为表达思想

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 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传媒的娱乐性、视觉性、短暂性和商品性

等特点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将许多精英书写遮蔽的东西释放，呈现为大众化、狂欢化和影像化，并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严谨性和庄重感，甚至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既有看法，使历史精神的传播出现

偏差，进而影响受众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 也正是因为这样，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各种诸多媒体上的“ 正

说”“ 戏说”“ 臆说”历史的现象表现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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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写者：从职业史家书写向公众书写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另外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书写者的变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历史知识大众化主要由职业史家来完成，这里所谓的职业史家，主要是指高等院校、中学、科

研院所的历史教师、历史研究者，他们以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为职业，掌握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故而成

为历史知识大众化的书写者和传播者。 但是，进入 21 世纪，职业史家垄断大众史学作品书写的局面被打

破，众多非历史专业的作者进入大众史学作品的书写领域，而且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者中有自由撰稿

人、公务员、文学艺术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甚至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并不以历史教学或历史

研究为终身职业，但他们对传播历史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历史知识大众化书写和传播的新景观。
以职业史家的专业特长来做历史知识普及性的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了传统。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吴晗主持编写的《 中国历史小丛书》和《 外国历史小丛书》 ，就号召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 应该把提高的成果用通俗可读的文字普及给广大人民，使这些东西为广大人民知识的组成部分”。 同时

要求“ 每人就自己的专门论文、专门著作进一步提炼一下，使它通俗化，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11〕。从中外

两套“ 历史小丛书”的编委会和编写者来看，基本上都是职业的历史教师或研究人员，一部分还是著名学

者，如吴晗、宁可、万绳楠、侯仁之、任继愈、周一良、何兹全、戴逸、邱汉生、贾兰坡、张晋藩、罗哲文、单士

元、万国鼎、魏瀛涛、周谷城、齐思和、吴于厪、罗荣渠等等。 职业史家参与历史知识的大众化工作，可以保

证学术质量，更容易让普通民众信任和喜爱。
吴晗号召历史专家撰写通俗读物的思想被白寿彝所继承，改革开放之初，白寿彝先生就说：“ 在史

学工作者队伍里，应该有思想家、著作家、评论家、文献学家，还应该有善于写通俗读物的专家……如何

写出新的历史读物，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交给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一项艰巨的史学工作。 ”〔 12〕白先生的言

论发表于 1984 年，说明当时人们是把历史知识大众化创作的视野局限在职业史家范围内的，希望职业史

家能够走出象牙塔，多写作一些通俗历史读物，把历史知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在印刷媒体占据传媒主流

的改革开放初期，职业史家确实垄断了通俗历史读物的书写。 1981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 中国古代

史常识》六个分册，作者有百人以上，“ 大部分是大学的历史教师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有一些比

较知名的史学专家”〔 13〕 。 1984 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出版者协会举办了全国首次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

史读物的评选活动，从近 2000 种出版物中评出了 28 种优秀作品，无一不是职业历史学家所撰写。“ 从获

奖作品的作者看，既有老一辈的史学家，也有学有专长的中年学者，还有一些近年才崭露头角的青年史学

工作者”〔 14〕。
但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和传媒技术的进步，文化领域也出

现了走向市场化的趋势，大众文化迅速崛起。“ 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和共享化，消

解了传统的文化边界和文化规则，使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享受、消费文化”〔 15〕。 而历史知识大众化恰恰是

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传媒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历史书写不仅变得更加自由，而且成

为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享受和消费的文化。于是职业史家垄断书写和传播大众化历史知识的局面被打破，
公众不甘心于只是作为被动的阅读者和视听者，而逐步进入历史知识大众化领域，积极投身历史探索和

书写中，不少人成功地在该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和地位，独擅胜场。
试看新世纪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火热场景：历史题材影视剧热播，历史通俗读物热销，电视讲史受

到热捧，小历史书写渐兴，民间口述历史渐热，历史名人得到热抢，虚假古迹得以热建。 如此等等，在这种

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历史文化消费的狂欢中，又有多少专业史家的身影？
很显然，新世纪以来，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程度越来越深，热情越来越高。 以网络通俗历史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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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写手涌现，作品多到无法统计，粉丝读者更是数不胜数，真正出现了写手多、作品

多、读者多的“ 三多”现象，而这些“ 热衷于历史写作的写作者，很少是历史专业出身，多数没有经过系统

的学术规范的训练”〔 16〕 。再如历史题材影像作品的创作，更少有专业史家介入。除了历史纪录片还比较

注意聘请历 史学家做顾 问以外，其他 形式 的 历 史 题 材 影 视 节 目 则 很 少 听 取 历 史 学 家 的 意 见，几 乎 完

全由业余史学爱好者与影视人共同创作录制而成。 难怪有学者认为大众历史热的一大特点是“ 作者业

余化”〔 17〕 。
新世纪以来，公众写史成为一个潮流，大量充斥网络和报刊的有关“ 平民写史”和“ 草根写史”的讨论，

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写史者非专业史家，而是“ 平民”和“ 草根”。 2007 年创刊的《 国家历史》杂志，发刊词的

题目就是“ 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认为“ 这是一个‘ 公民写史’的时代，它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支笔，以打破

几千年来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历史书写权和解释权”。近几年来，平民史写作更是成为史学大众化过程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批记录“ 小民往事”的平民史著作问世，诸如《 蹉跎坡旧事》《 穷时候，乱时候》《 活路》
《 雨打芭蕉》《 平如美棠》《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从小李到老李》等，这些书的作者大多是“ 世纪老人”，他们

都是普通民众，完全体现了“ 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这一观念〔 18〕。
从改革开放之初职业史家垄断历史通俗读物的书写到新世纪以来公众书写历史的独擅胜场，致使职

业史家“ 缺位”〔 19〕，其间的转变发人深思。这一是因为社会的进步使民众有了主动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激

情、叙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冲动和表达历史思想的可能；二是因为媒体的发达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了能够

发表自己历史看法的条件。 恰如何怀宏所言：“ 社会的进步赋予了公民写史的可能。 而记录和传播技术的

演进则给了每个人书写历史的手段”〔 20〕。 自此以后，专业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生产的绝对支配权和话语权

将会不复存在。

三、目的性：从教育人向娱乐人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历史知识大众化都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教育

人。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内容会有所变化，但通过历史知识大众化自上而下地向民众灌输某种思

想观念，却是一个共同现象。
在新中国历史上，吴晗主持编撰的《 中国历史小丛书》影响巨大，代表了当时历史知识普及的普遍价

值取向。该套小丛书“ 从策划到编写，从编辑到出版，始终将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普及历史教育作为出发

点，将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挥历史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作为目的”〔 21〕。 很显然，吴晗等人就是要

通过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对人们进行唯物史观和爱国主义教育。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知识大众化依然被赋予神圣的使命，肩负着教育人的重任。当时一大批著名史家

都谈到历史知识大众化的使命感问题，白寿彝先生认为，普及历史知识“ 是一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任务”，“ 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对历史遗产的优秀部分进行整理，经过加工，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

宣传……如爱国主义的思想，民族团结的思想，勤劳、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对历史遗产中的糟粕部

分，史学工作者则有责任加以剔除，廓清其消极影响……唯其如此，撰写通俗读物，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交

给广大人民群众，是史学工作者的艰苦而重要的任务”〔 22〕。彭明认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用历

史的经验去教育青年，这种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23〕。苏双碧向人们推荐《 中国历史故事》一书，特别指出该

通俗读物“ 比较突出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先进思想家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

史，对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4〕 。 编辑家郑一奇更是把通俗历史读物的教化

作用提高到政治层面进行认识，“ 要振作起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并把这种热情建立在对祖国的深刻了

解上，就迫切需要出版一大批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这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迫切的政治任务”〔 25〕。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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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了编写出版更多更好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史学会组织了首次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的评

选，其标准就是“ 作品应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科学性、生动性。 通过对历史事实准确、生动的记述，能够起

到帮读者了解祖国历史，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并且指出“ 运用历史题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大有可

为的”〔 26〕。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知识大众化承载着弘扬优秀文化遗产、培育人们爱国热情的重要职

责，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无外乎是让人们通过学习历史，提高素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对祖国

的热爱，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等，所有这些都是把教育人作为出发点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这种在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教育人的预设在悄然发生变化，

人们不再高悬道德或正义的利剑，公众史学作品考虑最多的不再是如何通过历史知识大众化来提高人

们的思想觉悟，而是如何使人们获得娱乐和放松。 笔者曾检索新世纪以来有关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大量

文章，发现相关讨论之热烈前所未有，但无论持何种观点，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人在谈论这

一问题时隐去了高尚意义的诉求，消解了爱国价值的文化内涵，而变成对“ 时尚”“ 有趣”“ 娱乐”“ 休闲”
的追求。

历史知识大众化的这种既“ 时尚”又“ 娱乐”、能“ 休闲”且“ 有趣”的价值追求，充斥着新世纪以来的网

络、影视和出版物。 人们甚至用“ 娱乐史学”“ 时尚史学”“ 八卦史学”等概念来称呼和概括它们。 有学者指

出，“ 史学的社会化需要娱乐化……就一般民众的历史文化水平和接受特点而言， 娱乐化是他们最喜欢、
最能够接受的传播方式……他们接受史学社会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娱乐，虽然这种接受也有学习知识的功

能。既然客体有娱乐的需求又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史学社会化只有尊重这种需求和权利，采取娱乐化的方

式，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7〕。在这样的需求下，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目的“ 一是娱乐，二可激发青少年对历

史的兴趣（ 纯粹胡说的除外） ，三多多少少普及些历史知识”〔 28〕。 娱乐被排在第一位。
通过传播历史知识“ 娱乐”公众，主要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表现：
就积极方面而言，这些作品或通过描写，或通过讲述，或通过影视表现，或通过景观展示，均采用了艺

术化的演绎和表达。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内容描写细致入微，故事铺陈层层推进，场景展示生动直观。这些

作品从微观出发，注重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打捞历史的碎片，关注权术争斗、人事纠葛、命运沉浮

乃至逸事趣闻、爱恨情仇等，赋予历史以丰满的血肉和艳丽的姿色。它们还从普通人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考

量，设身处地地对历史人物报以同情、感慨、崇敬、惋惜等人类应有的感情，勾起民众对现实生活的感悟，
从而引起共鸣。 它们不站在高处发话，也不进行说教，使人感到亲切平和。 这些作品还以历史人物的处境

为背景，进行合理的心理分析，剖析他们的所思所想，引导现代人心灵回归〔 29〕。 所有这些，自然就使民众

沉浸于大众化史学的“ 精彩好看”的场景里不能自拔。
就消极方面而言，这些作品存在着内容庸俗、史实讹舛、史观错误等诸多问题。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吸

引人们的眼球，一味媚俗，不少作品把目光盯在历史糟粕上，什么皇宫秘闻、后妃私事、历史人物的私生活

等，均被人拿来“ 戏说”。有些作品不尊重历史，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任意编造、杜撰和调侃历史，故意

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任意褒贬人物，颠覆历史，混淆善恶是非。这种“ 歪说”“ 恶搞”“ 八卦”的历史，很热闹，
很“ 有趣”，也很“ 娱乐”，但却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消解了历史的精神。难怪有人惊呼“ 大众史学已经被游戏

化”！ 这些作品“ 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缺乏冷静的思考、睿智的见识以及对史实应有的

尊重”〔 30〕。“ 历史俨然成了一个娱乐圈，里面充斥着各种桃色事件、各种比明星隐私还要香艳刺激的名人

丑闻事件”，活脱脱“ 一幅‘ 八卦史学’的图景”〔 31〕。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著《 娱乐至死》一书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

代替印刷机，文化的严谨性、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 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以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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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大众化从政治说教、道德训诫、人文理想的阐释向怡情悦性、休闲消遣甚至“ 戏说”“ 恶搞”的转变，所

反映的既是人文价值的失落，也是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当然，这种娱乐化倾向遭到了专

家和民众的共同抵制，人们对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真实性、科学性、严谨性充满了期待。

四、学科建设：从附庸向独立发展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经历了一个由学科附庸向学科独立的发展过

程，从最初的不具备任何学科特性的历史知识普及，到近几年公众史学学科框架的提出，历史知识大众化

完成了华丽转身。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概念和内涵的变化，中西史学的碰撞，都对学科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所谓历史知识大众化基本上指的是人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撰写通俗历

史读物，把历史知识普及给广大民众，使民众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外历史。 它依附于严肃的历史研究，是在

“ 提高”基础上所进行的“ 普及”，并不存在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认知〔 32〕。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围绕历史知识大众化产生了诸多概念，如“ 通俗史学”“ 大众史学”“ 平民史

学”“ 草根史学”“ 娱乐史学”“ 时尚史学”等，这些概念都产生于中国本土，但内涵各有侧重。“ 通俗史学”的

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它是相对于那些艰深晦涩、居庙堂之高的史学而言的，强调的是内容的通

俗易懂，形式的生动活泼，总之以容易为民众接受为目的。“ 大众史学”是在“ 通俗史学”概念之下衍生出来

的概念，其内涵与“ 通俗史学”十分接近。“ 平民史学”“ 草根史学”“ 娱乐史学”“ 时尚史学”等概念是随着新

世纪以来“ 通俗历史热”而产生的。 所谓“ 平民史学”“ 草根史学”是从作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指“ 平民”或

“ 草根”撰述、讲述或制作的历史作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等。“ 娱乐史学”“ 时尚史学”的提法则带有调

侃的味道，是指这类史学作品变成了文化消费的“ 时尚”，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
围绕历史知识大众化所产生的这些概念虽然较为混乱，但却蕴含着一种倾向，即随着历史知识大众

化的发展，“ 通俗史学”意欲摆脱附庸，展示自身所特有的学科个性。
也就在一过程中，学者们的讨论又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历史知识大众化学科建设的进度。其一，从学理

上探讨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赋予其前所未有的价值和意义。 如黄留珠《 时代呼唤通俗史

学》 、齐世荣《 要促进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张海鹏《 普及历史知识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 、乔治忠《 论历史

知识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 、汪高鑫《 论历史知识社会化的基本原则》 、代继华《 大众史学的评价标准献芹》
以及钱茂伟的专著《 史学通论》等，论述了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目的、原则和方法，并基本达成共识。其二，从

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通俗史学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进一步赋予通俗史学以学科史的地位。如彭卫《 中

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 、李小树的专著《 中华史学三千年史》 及研究通俗史学的系列论文、钱茂伟的专著

《 明代史学的历程》 、周朝民《 中国近代通俗史学论》 、王记录主编的《 中国史学史》等，都把通俗史学纳入到

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体系中进行论述，弥补了以往史学史学科体系不重视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缺陷，为建

立完善的史学史学科体系提供了学科史的支持。
但是，本土的理论探索虽然迈开了历史知识大众化向学科建设发展的步伐，但依然未能赋予其学科

特性。真正实质性进行学科建设，是美国公众史学概念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与西方的公众史学

碰撞和融合以后才产生的。
“ 公众史学”（ public history）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20 世纪 80 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有翻译

成“ 大众史学”者〔 33〕，也有翻译为“ 公共史学”者〔 34〕，更多的人则认为“ 公众史学”更符合“ public history”的

本义。 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公众史学”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直到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公众史学的

关注度才越来越高，并开始了与中国本土通俗史学的碰撞和结合，而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也逐渐被纳入

到公众史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讨论，由此带动了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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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陈新、李娜、姜萌、钱茂伟做了很多工作。但归纳他们的论述，陈新、李娜更注重公众史学人

才培养目标的设想，受美国公众史学体系影响较大。而姜萌、钱茂伟更重视将中国本土的历史知识大众化

实践与西方的公众史学结合起来，反映出他们在构建公众史学学科体系时对中国本土的观照。 陈新认为

公众史学人才培养需要进行“ 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分析与培育”“ 传统职业历史学方法论与实践性训练”“ 跨

学科的知识储备”以及“ 公众历史知识生产的组织和实务操作”四个层次的训练〔 35〕。李娜则从课程设置方

面进行探讨，认为公众史学人才培养可设置以下研究方向：城市历史保护；公众史学与大众传媒；公众史

学与影视；文化遗产史学〔 36〕。陈新、李娜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进行公众史学学科架构。姜萌综合中国本土

的“ 通俗史学”和美国“ 公众史学”的实际情况，考察了这些概念的异同，认为公共史学应包括口述史学、影

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 37〕。 钱茂伟在这方面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尤其重视中国

本土通俗史学的传统，自觉把中国通俗史学与西方公众史学结合起来考虑，认为“ 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可

以包括五个部分，即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众写史、口述史学”〔 38〕。
迄今为止，虽然对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讨论远没有达成共识，但中国的历史知识大众化从本土自生

到遭遇西方公众史学再到中西结合，从学科附庸到试图独立，其间的发展引人深思。 笔者认为，中国史学

发展有不同于西方的实际情况，中国史学服务于社会也有不同于西方的形式。当下中国，已经有了面向公

众的多重史学实践，诸如丰富多彩的通俗历史读物的书写、电视讲史、口述史学、小历史书写以及在旅游

规划、博物馆建设、历史街区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领域都有着史学的身影。 在进行理论总结和学科建设

的时候，必须立足本土实际，借鉴西方，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五、作品评价：从学界内部向全民参与发展

在历史研究领域，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版或一个学术观点的提出，即便是引起关注，也只局限在学术界

内部，不可能进行更大范围的扩散。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知识大众化作品的命运也大致是这样。当时不少作

品发行量很大，如中国青年出版社“ 印行的通俗历史读物已有 5 种发行百万册以上，最多的如《 中国共产

党历史讲话》发行 288.1 万册”〔 39〕。1984 年评选优秀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 获奖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

都在短时间里一版再版，有些书印数达几十万册之多。 如《 中国古代史常识》（ 历史地理部分）印了二十七

万册，《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第二集）印了四十二万册，《 中国近代史常识》已发行了五十九万册。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这些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40〕。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作品都属于畅销书，都可

以上畅销书排行榜，但是，由于受当时传媒技术和传播手段的限制，这些作品只是在史学界、编辑界引起

关注，有一些著名史学家、编辑家撰写书评向民众推介，而民众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这些观点，没有更多表

达自己看法的渠道，因此不会产生全民参与作品评价的现象。
但是，这种情况在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知识大众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作品的产生都引起全民

关注，产生“ 蝴蝶效应”，成了“ 公共话题”，出现了诸多文化“ 现象”。 我们就以当年明月的《 明朝那些事儿》
和《 百家讲坛》易中天讲史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当年明月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海关公务员，因为爱好历史，自 2006 年起在博客上连载长篇通俗历史作

品《 明朝那些事儿》 ，三个月时间点击量就超过百万，被出版社看中，遂于 2006 年底出版。 随后，当年明月

乘胜追击，出版了七卷本的《 明朝那些事儿》 ，引起轰动，受到全民关注和评论。
《 明朝那些事儿》自 2006—2008 年就一直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多次获得“ 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

图书、“ 卓越亚马逊图书大奖”、当当网“ 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并被翻译成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

行，销量超过千万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畅销的历史读本之一，影响巨大。 当年明月利用网络写作的

方式，吸引了大批粉丝聚集在自己周围，访问量超过 2.2 亿，借助网络点击率制造了匪夷所思的阅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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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网友不仅阅读《 明朝那些事儿》 ，还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赞同，或反对，网友与当年明月、网友与网

友之间就历史问题进行互动。当年明月还从幕后走向前台，接收电视、报刊的采访，影响更为扩大，产生了

连锁效应，《 汉朝那些事儿》《 唐朝那些事儿》等模仿之作纷纷出笼。 打开电脑利用百度搜索《 明朝那些事

儿》 ，竟然得到 100 多万个结果，百度建立了“ 明朝那些事儿吧”，帖子达 70 多万条，并持续更新。 围绕《 明

朝那些事儿》产生了激烈争论，褒贬不一，成了全民的文化娱乐。
和当年明月不同，易中天一开始就占据了传媒的要津，依靠央视《 百家讲坛》主讲“ 品三国”为全民所

知，出现了“ 易中天现象”。“ 一时间社会上人人争说易中天”〔 41〕，易中天的微博粉丝达 340 多万，易中天在

《 百家讲坛》所讲内容汇成《 易中天品三国》一书出版，“ 自 2006 年 7 月上市以来，一直雄霸国内各大综合

图书排行榜首席，上市半年就已经销售 130 多万册”〔 42〕。易中天被戏称为“ 学术明星”“ 学术超男”，不断在

各类电视节目上露脸，甚至成为文化类节目的主持人，风光无限。围绕易中天讲史所引起的争议也纷纷出

现在网络报刊上，上至专家学者、下至普通民众，都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有叫好者，有拍砖者，“ 易中天现

象”成了全民热议的话题。赞扬者认为易中天在象牙塔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在大众传媒上开辟了

一条学术与市井结合的新路，推动了历史文化的普及，丰富了大众的精神生活；批判者认为易中天降低了

历史文化的品格，快餐式讲史把历史文化低俗化了，调侃媚俗，消解了人们对历史的“ 敬畏感”。
不管是针对《 明朝那些事儿》还是针对“ 易中天现象”，公众在讨论问题时往往涉及历史知识大众化的

方方面面，诸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学术性与娱乐化、文学与历史、高雅与通俗、深刻与浅薄等诸多问

题，都被拿来议论。 公众如此大规模地参与历史知识大众化产品的评价，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是不可能

的。 当下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主要原因我们在前面也讨论过，即社会的进步和媒体的发达，社会进步使人

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媒体发达，尤其是“ 网络时代”为公众参与文化建设提供了平等发声

的平台。 没有这两点，就不可能有全民讨论历史文化现象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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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 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opular ization of Histor ical

Knowledg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Jilu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opu－
lariz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could be outlined as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there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ole printing media to multimedia like film and tele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
ers, there appears the change from professional historian writing to mass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
pose, there is the shift from education to entertai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re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from discipline dependency to discipline indepen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s appraisal, there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from academia to the public.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public history;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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