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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 !"#$%&’()*+(,*-) -./0$&*1()
2*3,-&*()3" 成立于 4567 年# 与研究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

历史的美国历史协会 !"#$/0$&*1() 2*3,-&*1(8/33-1*(,*-)"

不同# 它是最大的专门从事美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历史
学组织$ 该组织致力于促进美国历史的研究% 教学和推介#

鼓励广泛讨论各种历史问题并公平对待所有历史工作者$ 美
国历史学家组织的经费来源于会员的捐赠和会费# 同时也获
得了印第安纳大学的支持$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由来自美国及
海外的 7966名历史学家组成$ 该组织的成员包括各种专科
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的教授% 中学教师% 档案馆工作人员% 博
物馆馆长% 公共历史学家% 学生及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机构的
各种历史爱好者$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运作遵循以下原则&
4:促进学术进步$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通过出版大量文

章% 实施计划和措施# 促进美国的历史研究教学和实践$ 其
编辑出版的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历史杂志( 是美国教师的
重要参考读物# 它的 ’美国历史杂志( 季刊是美国历史研
究领域的权威性期刊$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讲座计划向公众
推出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 该组织年会上颁发的各种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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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奖品是对美国历史研究卓越者的肯定和促进$
;:倡导历史研究$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提倡历史资料和

历史研究的开放% 历史文物的展览和保护% 历史问题的探讨
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 该组织热情支持% 尊重和公平对待所
有历史工作者# 也积极参与国家人文科学联盟和全国历史组
织联盟的活动$

<:追求专业诚信$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坚信# 诚实和正
直应成为所有探求关于过去的真理# 增强人们认识现在和未
来的洞察力的历史研究的基础$ 在历史教学与研究中# 任何
弄虚作假和故意歪曲的行为都是与历史专业追求真理的基本
原则相违背的$

4567年 46月# 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七家主要历史组织被
邀请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 )为的是考虑建立一个促进历
史研究# 收集和保护这些西部各州的历史资料的永久性的组
织*$ 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由此诞生$ 7 年后# 为了展
示出版活动成果# 协会推出了第 4期 ’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
评论( 季刊$

45=>年 <月# ’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 发行了第 ?6

卷# 同时# 协会通过将该刊物的名字改为 ’美国历史杂志(

来庆祝其成立 ?6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 协会名称的改变不
仅反映了协会内部存在的追求全国性历史学组织身份的认
识# 而且标志着协会会员的关注点从区域向全国的重要转
变$

众所周知# ’美国历史杂志( 是美国史研究领域中处于
领导地位的学术刊物和文献杂志# 同时# 该杂志也拥有美国
历史研究% 调查和教学领域的主要学术资源$ 美国历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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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授权牛津大学出版社每年 < 月% = 月% 5 月% 4; 月出版
’美国历史杂志( 季刊$ 在一百多年的出版生涯中# 该杂志
刊登了许多代表美国历史研究原创水平的文章# 有些文章被
广泛转载或赢得各种奖项$ 该杂志还以刊载关于书籍% 电
影% 展览和网络文章的书评而出名$ 每期杂志都刊载了大量
美国历史研究成果# 包括国别史方面的论文# 各领域的书评
以及有关电影% 博物馆展览和互联网文章的评论$ 正在进行
的将美国历史放在全球语境下进行国际化研究的倡议和新的
’美国历史杂志( 教育网络计划将最新的学术研究带进了美
国历史教学课堂$ 该组织近期提供的学习参考书目作为一个
在线数据库可以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成员提供查询服务$
’美国历史杂志( 众多的国际特约编辑为实现美国史研究的
国际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历史杂志( 处于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促进 )美国历
史研究% 教学和推介* 和倡导 )广泛讨论各种历史问题并
公平对待所有的历史工作者* 这一宗旨的前沿$ 该组织通
过每年 5月作为 )交换* 出版的历史研究各个领域和主题
的在线对话% 文章以及每年 < 月出版的有关 )课本和教学*

的专题版面来促进相关历史研究的讨论$ 这项讨论将那些潜
心思考如何教授历史的教授和研究者聚集到了一起$ ’美国
历史杂志( 通过包括诸如日常的原始文献传阅手段% 互联
网上的 ) ’美国历史杂志( 教学* 等文章中有关课堂教学的
建议以及作为 ;667 年 4; 月特别议题的 )通过卡特里娜之
眼& 过去作为序言* 的网络补充的特别项目等电子传输手
段# 传递到那些热爱美国历史研究的读者手中$

按照惯例# 每年即将卸任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都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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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告别演说*$ 他们或归纳美国历史学界的现状# 或总
结历史研究的趋势# 或阐述本人所关心的课题$ 这些主席演
说辞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美国历史学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部比
较完整和自成一体的文献集$

;6世纪 56年代初#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 九江师专
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负责人李融和该中心的其他人员在中国
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帮助下# 收集% 整理并翻译了美国历
史学家组织 45=4+4556 年历届主席的演说词$ 诚如为该演
说集作序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 南开大学张友伦教授
所言# 出版这本演说集的重要意义在于促进中美两国的美国
史工作者互相了解# 介绍美国史学界的动态和趋向# 以及美
国学者在不同时期侧重研究的问题$

毋庸赘言# 作为美国史学界的 )权威*# 美国历史学家
组织主席的史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 他们对美国史学面临的
挑战有独到的理解# 关于各自专业领域的研究耐人寻味# 对
于史学的发展趋势有前瞻式预言# 关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有切身的感受# 对于历史学的特性和优点有独到的看法# 他
们关于史学的睿智感悟和名言警句给人启迪$ 这蕴含着认真
研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的潜在价值$ 时过境迁# 当
年主席们的演说词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和分析美国史学的重要
文本# 如今拜读这些名家的作品# 依然感到亲切# 仍然为这
些史学家的深刻思想和深厚学识所折服# 对这些历史老人油
然而生崇敬之意$ 好的历史作品不会因为其历史的悠久而失
去意义# 有时候反而会因为风雨岁月变得更加鲜明$ 这也许
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

本书尝试将 45=4年至 4556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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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词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及史学所依托的社会
大背景下来考察#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 分析和比较主席演说
词# 探析战后美国史学的演变及发展# 为我国历史学界认识
战后美国史学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另外# 从方法论的角度探
讨解读一组彼此有联系% 内容相对精深的文本的可能性$ 本
书运用文本分析方法# 全面分析作为战后美国史学演变重要
反映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词# 考察演说词之中及
其背后潜藏的学理# 加深国内史学界对当代美国史学演变与
发展的认识$

我们希望这本小书的出版# 能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略尽
绵薄之力$

徐孝虎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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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①

对写作者来说，论文题目的选定、论文材料的搜集以及
有关研究综述许多时候是交错进行的，很难分清先后顺序。

历史研究不像流水线作业，并没有固定的工作步骤。书稿写
作一般有两条途径: 一是平时注意收集和积累资料，待到资
料收集到一定程度，便从材料中爬梳线索、搜索问题; 二是
先酝酿成熟一个题目，然后围绕这个问题收集资料，准备写
作。② 在历史学家卡尔看来，写作与研究的过程是假设与证
据之间连续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把研究过程与写作过程
当作同时进行的过程，而不是相续的过程。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 《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的“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

1

①

②

③

本节参考了徐孝虎: 《战后美国史学的挑战与应变研究 ( 1945—2005) ———以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词为考察中心》，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版，
第 355～356页。

［英］ E. H. 卡尔: 《历史学是什么?》，陈恒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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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
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①

新的时代和环境需要新的问题和新的回答。斯塔夫里阿诺斯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关怀现实生活，探求历史联系，才写

出了闻名全球的通史，带给世人诸多有益的启示。

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向材料要问题，找联系。没有问

题，再好的材料和方法也会失去意义。研究一个课题，一定

要围绕问题进行，不能停留在事俱始末、文成规矩的地步。

如今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成为研究历

史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笔者认为能否写出好的文章，从某

种程度上看，首先表现为是否具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一项研
究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找到了值得研究的问题。费弗尔曾

经明确指出，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研究的起始和终结，没有

问题，便没有历史，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这两个程序构成

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②

张广智在 《现代西方史学》中论述现代美国史学的演

变时提到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这引起了笔者的兴

趣，于是通过复旦大学的师兄找来该演说词的译文集，结合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专业网站提供的丰富的背景知识及其主

办的刊物《美国历史杂志》，开始了有关演说的学术探讨。

材料有了，那么如何选择主题，用什么主题将该组织的

2

①

②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 第 7 版修订
版) ，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致
读者，第 9页。

朱本源: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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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演说联系起来解读，确定合适的题目，深入发掘主席演
说词的深厚意蕴，写出相关的内容? 写作需要明确而具体的

研究目标和主题，应该始终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而不应该面

面俱到。王力先生说过，应该写小题目，不要搞大题目，小

题目反而能写出大文章，大题目倒容易写得很肤浅，没有价

值。①

张友伦在《奴役与自由: 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

家组织主席演说集 ( 1961—1990) 》序言中说，美国历史

学家组织的年度报告 ( 主席演说是该年度报告的重要组成

部分) 涉及跨学科研究、历史学科和历史学家的作用、史

学界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做出的反应、重新评价历史，以及历
史学家和政府政策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② 这一时期美国史

学遇到了什么挑战，挑战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冲突和危机，该

组织的主席如何评价历史学家的作用，如何看待历史书写问

题，如何论述美国政府的作用等。这些问题是笔者在研读美

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的过程中一直思考并努力探寻的

问题。通过认真阅读，我们发现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美

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考察文本是为探讨主题服务

的，也就是说，解读文本受到主题研究的限制和引导。该组

织主席演说对国内史学界分析和研究美国史学家的研究取

向，对国内史学家认识和探寻美国史学的演变历程有突出价

3

①

②

王力、朱光潜等: 《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年
版，第 3页。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 《奴役与自由: 美国的悖
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 ( 1961—1990)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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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本书试图结合演说词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史学家的学术脉
络，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全面发掘演说词的学术价
值，深入探求美国史学的演变学理。

在笔者博士生一年级的时候，导师何平曾在一次指导论
文写作的专题研讨课上提出了论文的主题概念与社会背景的
关系问题。他深刻地指出史学史研究必须全面结合史学思潮
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产生的具体语境，必须
深入揭示史学的演变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研究
者应该将研究对象放在大的历史语境当中考察，要善于发掘
研究对象背后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提高历史认识的境界，不
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要努力从史学家的思想观点中去探析
和发掘他们是如何反思历史、认识历史的。写作论文时，要
认真思考史学家们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为何会提出那样的问
题，那些问题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思潮和史学变迁。何平教授
的点拨为我们全面挖掘演说词，深入探讨相关主题指明了方
向。

论文的写作首先要有一个题目，而拟定题目的关键是提
出好的问题。李剑鸣指出选择和界定论文的题目是历史写作
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按照李剑鸣的解释，论文
题目由主题和题材两部分组成，主题和题材要搭配合理。好
的题目就是具体题材与深刻主题的有机结合，酝酿拟定好的
论文题目就是作者发掘主题和选取材料的过程。主题要明
确，题材要具体，小题目可以写出大文章。李剑鸣在北京大
学举办的学术讲座中，深入浅出、引经据典地论述了论文写
作中“大主题”与 “小题材”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用其博
士生在论文选题中遇到的问题作为例子，对题材和主题之间

4



·绪 论·

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提出可以通过使用严
格界定的题材来研究比较大的主题的研究路径。李剑鸣用诙

谐形象的语言、具体生动的案例仔细分析了 “大主题”和
“小题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他说的关于论文题目的 12

字口诀，即“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因小见大”。① 具体
说来就是: 第一句话指出研究者要把自己想象得很大。李剑

鸣用绘画做了类比说明。中国山水画中有一种焦点透视画

法，说的是画家要胸怀天下，要有月亮上看地球的眼光，只
有这样才能从大的背景里观察、谋划小画面，才会出现
《清明上河图》 《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大作。同样，历史研
究者只有把自己想象得够大，才能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下观照

具体的材料，才能发现小事件在大背景当中的地位和意义。

第二句口诀 “小题大做”说的是我们做历史研究，要把眼
光放远一点，研究一个题目，不能就事论事，而要学会拓

展，把小题目中蕴含的东西挖掘出来，有的时候会产生意想
不到的效果。第三句要诀是说要深入到材料中去，学会类比

和关联，要善于发现小题目中蕴含的更大价值，通过钻研小

题目来带动大课题的研究。

每当笔者受困于题材的选择与搭配、主题的构思与论证

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倾听李剑鸣关于论文选题的讲
座，向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师请教，仔细琢磨讲座中蕴涵的要

义和学理，每每受益良多。笔者按照李剑鸣提出的选择论文

题目的要求和路径，结合自己研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

5

① 李剑鸣: 《“大”与“小”的关系及其它———漫谈史学论文的选题与写
作》，超星学术视频，http: / /www． ssvideo． cn /playvideo． asp? id = 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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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词的体会，学着拟定了本书的题目: “《美国历史学家组
织主席演说集 ( 1961—1990) 》研究”，尝试着从美国历史

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中去探究美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点，探
析美国史学的演变学理。

我们根据何平导师提高论文理论水平、提升论文学术境
界的指导性意见，按照李剑鸣提出的选择论文题目的要求和

路径，结合自己研读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
( 1961—1990) 》的体会，拟定了各自的写作内容，尝试探
析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中涉及的某些重要议题。

史学界同行在这一领域做过什么研究? 他们是如何组织
材料来论述主题的? 这是我们在选定写作题材、确定写作主

题并拟定题目后紧接着思考的问题。所谓梳理有关研究综

述，实际上就是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论著和论文，反复揣摩
资料来不断调整和细化研究者的思路，深入推敲主题，逐渐

明确写作方案的过程。① 梳理材料、推敲主题可以帮助研究
者找出写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奴役与自由: 美国的悖论》是 1971—1972年美国历史

学家组织主席摩根的演说题目。伍德沃德、海厄姆、富兰克
林、维诺诺斯、戴格勒、博格、林克、勒奇坦博格、哈伦等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是国内外历史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家，

国内历史学界推出了一些有关他们的译著和介绍。国内外关

于美国史学的研究，从其内容来看，多以思潮、流派及代表

学者为考察对象。虽然之前的研究者在其著作和文章中不断

6

① 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版，
第 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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