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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2015 年 8 月 23日，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我国山东济南召开，国家主席

习近平特向会议致贺信说：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

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

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

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

的历史典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

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学家在这

方面可以并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有着 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

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

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

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

择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

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① 

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

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种观点秉持华夏

文明自古以来一贯注重史学的优良传统。认清历史有大功用，我国“历史学之父”司

马迁对此有极其深刻精核的论述，《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

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

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

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

 
①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0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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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

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

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

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

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

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

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对《春秋》的赞美可谓无以复加，如果大家明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

程》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作用，就知道太史公所言非虚。《联共（布）党史

简明教程》是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

党史正式课本，于 1938年出版。该书曾被誉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百年总结，对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塑造产生深刻影响，对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史上建立联共（布）式的工人阶级政党及其思想理论基础和战略策略具有深

远影响。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起，该书成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重点推介的对象，一

度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范本”。① 

中华文明为何能延续 5000年而不间断，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文明形态学是一种

重要的分析世界历史兴衰演变的宏观史学理论，其主张从文明而非阶级、宗教、民族

或国家等角度来研究社会形态的变更，并在研究过程中加入史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文

明形态论集大成者，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 12 卷本巨著《历史研

究》中，把 6000 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 21 种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

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

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 6 个是直接从原始

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 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 5个中

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在这 21 个文明

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汤因比认为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持相似观点。沃勒斯坦是现代化

理论世界体系派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集中讨论三个主题，即世界

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分

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范式。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说：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为什么发端于西欧而不是中国⋯⋯请允许我

对于这一关键性的问题略述几点看法： 

 
①  许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推介及影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

士学位论文，2011 年，摘要。 



绪  论 

- 3 - 

第一，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

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

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

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 

第二，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

时期。遍及全球的反国家心态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症状，也是资本主义

灭亡的催命剂。只要有众多的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就需要强化国家结构，不

是像虚夸不实之辞所说的那样，要削弱它。 

第三，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此前的大多数体系也是如此。当

21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一个或多个）时，我们将

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会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

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 

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中的例外，逻辑到中国就行不通。中华文

化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独特的文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国之

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 5000年而文化不曾中断的国家，除了我国本身的地理优势之

外，还与我国文化的某些特质有密切关系。 

中华文化特质何在？这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总结。中国立国数千年，迄今屹立不堕，

应拜历史之赐。《春秋》所揭示的大一统之义，促使秦汉大一统的格局出现；秦汉以后，

中国绝而复续者如缕，也受《春秋》大一统之义的影响；《春秋》“别嫌疑，明是非，

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则维持中国文明于不堕；继《春秋》而写的《新五

代史》《资治通鉴》，使“干戈贼乱之世”的五代，进至有宋的文明；明末清初出现的

《日知录》《读通鉴论》，持名教之论，中华赖以再造，世道借之复苏。历史大有造于中

国者如此，所以到唐中叶，刘知几便立论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

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是明快精当之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明白指出历史有大功用的言论，值得国人深思。 

法国启蒙运动著名经学者弗朗斯瓦·魁奈说：“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

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

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②作为他者的魁奈可谓目光如炬，其见解鞭

辟八里，重视历史正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

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

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

也，以其图法归周”。这是中国古代史官为保存历史而弃国出奔的事实。君主昏暴，国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中文版序言。 

② [法]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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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不可为，而历史不能亡，宁携历史以出奔。历史如此被珍重。到宋、元之际，出

现“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观念。在我国古人看来，历史即等同于国运。 

自古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重视修史，即便是普通乡村一般也会细心地编纂和珍

存自己的族谱。国学大师钱穆对我国史学特质有更为详细的概括：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

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二者

“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

月日可详。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

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

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

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① 

钱穆所言并非夸大其词。刘知几把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作六类：一曰《尚书》

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

书》家。但统归于二体。丘明传《春秋》为编年之祖，子长著《史记》为纪传之祖，

故编年、纪传二体，未可轩轾。②在唐代之后，随着新史书的涌现，它们的分类也越来

越细致。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丛书，其中史部包括正史类、

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

令类、目录类、史评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等共 15 大类，蔚为壮观。 

与《四库全书》古法分类不同的是，当代有学者按体裁来对史学进行归类，把它

们分为九种：（1）编年体：它的具体特点是以年为主，以事系于年月。（2）纪传体：

它以人为主，记一人或同族、同地域、同类型的人物事迹。（3）本末体：它以记事为

主，列叙其源流始末。（4）典志体：它主要叙述政体官制及各种典章制度。（5）会要

体：主要记述朝代沿革损益制度，以及“官员内有识量、忠谏、举贤、委任，崇奖”

事迹等。（6）谱系体：它主要是记世系、宗族，人物年谱。（7）方志体：它是一种地

方编纂的当地史书，内容驳杂。（8）其他史体：如种种专史、通史、当代史、实录、

纲目等。（9）注史与补史。③ 

注重历史编纂是我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之一。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学专业大学生，应当责无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引论第 1 页。 

② 李时：《国学问题五百》，天津古籍书店 1986 年版，第 41-42 页。 

③ 刘少泉：《人文科学要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1-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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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贷地继承发扬研究和阐述历史的优良传统。 

撰写学术论文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撰写史学论文是大学历史学专业培养计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和训练学生搜寻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重要途径。按培养计划规定，除学习专业知识之外，本科学生一般在三年级要完成学

年论文，四年级要完成毕业论文（学士论文）；有条件有能力的同学，还应该参加学术

研讨会，提交学术论文，并争取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开设史学论文写作课程，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并非无的放矢。希望

每一位同学都要把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重视这个问题。

大体上说，撰写一篇历史论文，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确定研究方向；搜集整理资料

并且反复地研究和消化这些资料；构思论文的表述形式和方法，即考虑如何通过论文

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述出来；拟定提纲，实际上是确定论文的结构和论述层次；撰写，

修改，定稿。构思论文的表述形式和方法，以及拟定论文的提纲，这对于写好论文来

说很关键。作者要考虑好这篇论文的开头，即“前言”，定下它的结构，即叙述层次和

逻辑，还要使之既展得开，又能时时围绕着论文的中心而不跑题，最后写好论文的结

尾。人们常说一篇好的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这同样适用于历史论文。一篇好

的历史论文必须开头就点破主题、吸引读者，中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具有说服力，

结尾要有力量，结论鲜明，毫不含糊。 

本书主要介绍论文写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学术规范，尽可能通过分析讲评一

些范例来加深理解，其中也结合了笔者个人的实践经验。当然，史学论文写作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课，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除了选修课程外，还要自己多多实践，

要靠自己动手去写，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实践，才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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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学论文概论 

美国媒介人士黎曼·阿伯特（Lyman Abbott）晚年撰写回忆录，说他父亲临死时说，

人间所有教会的争执、宗教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而他发现他父亲数学不好，原

来最后那 10%也是名词之争。概念界定的重要性不惟在宗教领域如此，在一切领域都

极其重要。  

《论语·微子》记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

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

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礼记·大学》也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

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上述引文即著名的儒家基本教旨“三纲领，八条目”，其原初起点即为格物。《大

学》所说的格物，与孔子所说的正名一样，指的都是概念界定和事物分类。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说：“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科学的“科”字，其本意即有

衡量、品级、分类、定标等含义。只有先科学地格物—— 早期佛教典籍翻译中的格义也

类似于此，才能有明晰的概念，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其他活动才能够顺利地开展，

否则必定要遭到挫折厄难。 

从黎曼·阿伯特、孔子和《大学》所言可知，概念界定是一切科学活动良性进行

的开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尤其重要。概念若含混不清，将导致歧义纷呈，学术争鸣

将变为鸡同鸭讲。下面试对本书重要的两个核心概念史学和论文稍做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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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史学性质 

许多常用名词在学术研究中都有丰富的含义，这些概念在专业语境与普通语境中

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史学，亦称“历史学”，通常称作“历史”。历史一词含义丰富，

但主要有三重含义：第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

程，相当于英文的 Being。第二，是作为门派“学科”的历史。学科的英文是 discipline，

源自信徒、弟子 disciple，其最初的含义是门派知识。科学的英文是 science，来自拉丁

文 scientia，意思是 “knowledge”（知识），意思是以可检验方式建立和组织起来的关

于世界的系统知识。史学即指对人类社会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

的记录、诠释和研究。第三，是作为手段“技艺”的历史，即对事件记录和研究的方

法。本书讨论的主要是作为学科的历史，它在三者之间起着枢纽链接的作用，将作为

客观存在和手段技艺的历史与自身联系起来。隶属于历史学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有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编纂学、版本学、目录学、家谱学、年代学、考古学、地

理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学科。 

一、史学的相对性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既非先天即有，亦非孤立存在。想知道什么是历史，先明白什

么不是历史，这或许不失为一条可取之道。史学概念的界定与知识分类紧密相关，而

知识分类主要有图书分类和学科分类两种。 

图书分类又叫文献分类。我国汉代刘歆将皇家所有藏书分作六类，即六艺略、诸

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在这之首冠以总目辑略，总称“七略”。自

晋代初期开始，古人把所有文献分为四大类，即众所周知的经史子集。这种分类法开

始于晋代初期。荀勖、张华等，编列晋皇室所藏书籍，分为四部。及晋移江左，藏书

淆乱，李充删除繁重，虽仍分四部，而内容稍异于前。于是甲部为五经之属，乙部为

史记之属，丙部为诸子之属，丁部为诗赋之属。①及至唐玄宗时四海晏然，于东西二都，

各聚四部之书，将经、史、子、集分藏于四库之中。四大类别从此确定，四库之名喧

腾人口，且流传于后世矣。②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在《四库全书》编定时获得钦定的政治

地位。 

在古希腊，柏拉图曾把知识分作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三大类，亚里士多德把

知识分作理论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和创造的哲学，伊壁鸠鲁把哲学分作物理学、规范

 
① 李时编，《国学问题五百》，天津古籍书店 1986 年版，第 1 页。 

② 李时编，《国学问题五百》，天津古籍书店 1986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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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逻辑学。①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把知识画面划分为诗歌、

历史学、哲学三大领域，由想象、记忆和理解这三种能力所驾驭。所谓记忆主宰着历

史学，也就是说历史学主要工作是以具体事实（就像它们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在追

忆和记录过去。②在培根的基础上，笛卡尔增添第四项：神性学。笛卡尔的知识四分法

可谓与我国古人的四分法不谋而合，相互辉映。 

笛卡尔说，诗歌更多的是一种天赋而不是一种学问；神性学有赖于对启示的信仰；

历史学则不论是多么有趣和富有教育意义，不论对于生活中的实践态度的形成是多么

有价值，却不能自命为真理，因为他所描述的事件从来都不是准确地像它所描述的那

样发生的。③和中国古代的分类法相比，培根和笛卡尔的分类法具有一种相对的客观标

准，根据作为研究活动主体的人的认识特点而归类。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如下：

经部为经学及文字训诂学，包括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

礼、杂礼书）、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史部

为史志及地理志，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圣贤、

名人、总录、杂录、别类）、史抄、载记、时令、地理（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

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通制、典礼、邦计、

军政、法令、营建）、目录（经籍、金石）、史评；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等各家以及佛

道典籍，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

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

杂技）、谱录（器用、食谱、草木虫鱼、杂物）、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

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集部为诗、文，包括

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谱、词韵、南北曲）。由此可知，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与笛卡尔的分类法有强烈的对应关系。 

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人们对世界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知识分类也越来越细

致。图书分类法是按照图书内容的学科性质或其他特征将馆藏图书予以揭示并分门别

类组织排列的一种手段。例如，国内普遍使用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将所有的文献分为五

大基本部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

合性图书。五大基本部类下又包含 22个大类，历史、地理并列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大类。 

学科分类法是当前另一种运用广泛的知识分类法。学科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具有某一共同属性的一组学科则称为学科群。中国周代即有“礼、乐、射、御、书、

数”六艺之分，作为对学生训练教学的途径。学科分类的制定标准是依据学科研究对

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和目标等五方面来进行划分。

这种分类法的编制原则的标准是：所列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

 
① 参见陈克晶、吴大青，《科学分类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1 页。 

③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2 页。 

④ 丁雅娴主编，《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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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

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这个标准将所有的知识体系分为 58 个一级学科，

每个一级学科下面延展地包含若干个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这些学科归类为如下五大

学科群：A. 自然科学，B. 农业科学，C. 医药科学，D. 工程与技术科学，E. 人文与

社会科学。 

五大学科群分别包含着数量不等的一级学科。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下面有 19 个一

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

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教育学，体育科学，统计学。历史学是这 19 个一级学科中的一个。值得注意

的是，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内的其他许多一级学科，都有一个二级学科或三级

学科是它的专业史研究，如物理学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就是物理学史。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 19 个一级学科中，考古学被公认是从历史学中脱离出来的一

个分支，甚至到现在其博士所授予的学位仍是史学学位。其他有些学科其实也与历史

学有很大联系。例如新闻学，蔡元培就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

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

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信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①

毫无疑问，蔡元培把新闻看作历史派生出来的分支。 

社会学与历史学也有很大关系。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社会学可定义为单数

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

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

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② 法

国历史学家库朗日则更进一步，坚持认为历史学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科学，即真正的社

会学。③ 

进入近代以来，历史学的阵地大为收缩，只能固守对人事且基本是过去人事进行

研究，此之外的所有领域大致都归为其他学科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如此。近代

的学科虽然分工更为细致、门类更加繁多，其实都是由上述四大基本学科发展过来的。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考古学、社会学、新闻学等都由历史学派生而来。自然科学

及其衍生而来的技术科学的科目虽然在当前为数不少，但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自然科

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④ 

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将人类精神文明成果裁定为四大基本类，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

暗合。依据人类对美、真、理、善四大基本的精神需求，它们只能分为四大类：人生

 
① 徐宝璜：《新闻学》，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1919 年版，序言第 1 页。 

②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③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④ [英]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李珩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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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地万物之间必有所创作，这是泛化的诗歌；为了让个人认知得以广播延续而对所

察之象的描述，这是泛化的历史；用概念和逻辑对所遇疑难的解释，这是泛化的哲学；

当三者都无济于事时，只能靠某些准则来约束人的言行，这是泛化的宗教。进入近代

之后，中国的分类法逐渐向西方靠拢。考虑到中华文明的非宗教性和诗歌概念的狭隘

性，以及诸多概念在当前的通行用法，把人类的四大精神文明成果分别命名为伦理、

艺术、历史和哲学较为妥当。 

表 1-1  基本知识分类法 

分类者 

知识分类 
知识类别 

古代中国 经 集 史 子 

笛卡尔 神学 诗歌 历史 哲学 

对应法则 善 美 真 理 

现代表述 伦理 艺术 历史 哲学 

根据表 1-1 的分析可以推知，历史之外庞大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按中国古代的分

类法有经部、子部、集部；按笛卡尔的分类法有哲学、诗歌和神学。中西方对学问的

基本种类的裁定可谓不约而同，实际上经、史、子集的确也大致对应着神学、历史、

哲学和诗歌。用当前通用的概念来表述则是，在历史之外还存在着伦理、艺术和哲学

三大基本对立的精神文明成果，也就是说伦理、艺术和哲学不是历史，历史是相对于

它们而存在的一门基本学科。 

二、史学的基础性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万物虽然纷繁复杂，但

其源头确实单一的，就本质而言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历史与伦理、艺术和哲学作为

人类四大基本知识体系，它们也并非一种简单对立的关系，同时还具有内在统一性。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

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①习近平主席所言高度地

概括了历史学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引用了司马迁的名言。司马迁是我国的“历史学之父”，其名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历史研究者的理想和追求。司马迁的这

句名言其实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名的三个时段理论相吻合。布罗代尔

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在其经典名著《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代的地

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首次将历史时间分解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个

 
①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08-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