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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汇集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

科部分教师的成果，是以主题的形式辑录各教师所发表的专题论文。

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员怨园缘 年复旦公学高等

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几门课程。员怨圆缘 年正式设

系，时称史学系。经过 员怨缘圆 年的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得到江

浙多所大学著名史学家加盟，实力大为增强。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

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教授；在世界史方

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教授。前辈学者

常常言及，那时的历史学系，与中文系一起共同构成复旦文科的“两个

超级大国”。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

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占据复旦文科发展的最前列，用周予同

先生的话来说，历史学系的发展就是要“为复旦争取学术地位”。

这其中，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员怨缘源 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

古史（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主任谭其骧）、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

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型。员怨缘愿 年中

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

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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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这些都显示中国近代史学科不断发展壮

大的情形。正是通过蔡尚思、胡绳武、金冲及、汪熙、陈绛、陈匡时、黄美

真、余子道、沈渭滨、黄苇、杨立强、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刘其奎、赵

少荃等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海内外学术

界所瞩目，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

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集体编撰的成果即包括有《中国近

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

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等。员怨怨源 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

地”；员怨怨远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员怨怨愿 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

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这些皆为体现复旦历史学科

整体研究实力的标志，内中也包含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贡献。

步入 圆员 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又有长足发展。

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姜义华任主任，

吴景平、章清任副主任），圆园园源 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圆园园苑 年，

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

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问世，并在《中国

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数十篇专题研

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本学科每年都主办两次以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使本学

科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选录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

科为主的部分教师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出于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由于作者的年龄、阅历、学术视野和价值取

向各有不同而各具特色，但都是这些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开拓挖掘的成

果，是多年心血的积累，反映了这些教师的研究足迹和心路历程，也是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风貌的一角。通过这些著述，可以把握各个历史时

期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而且可以以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

审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过去和现在，进而为将来的

学科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以专题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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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组织书系的出版，因此，还有不少教师的论著未能收入其中，有的

教师此前已有集辑出版；暂时还没有这样考虑的，则只有留待他日了。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尊重历史，尊重此前各个历史时期

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从历史史实和“历史性”的成果中吸取养分，是

“创造”未来学术前沿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永恒的宗旨和道理。我们

出版这套书系，在借以回顾和总结以往的成绩及不足之时，同时向学界

和社会寻求批评，寻求来自更多层面的交流和沟通，以期共同推进史学

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

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编委会

圆园员圆 年 猿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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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应该怎样拓宽视野，转换视角，突破思维定

势，冲破诸多藩篱，更为完整地展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更为全

面、更为深入、更为准确地了解先前各个世代给今天和未来的发展提供

了哪些资源、哪些主客观条件，提供了怎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环境，又

规定了今天和未来发展什么样的限度，这是近二三十年来，我所一直特

别关注的问题。本书所收录的，便是近年来环绕这个问题所写的一些

文字。

本书以“信史立国”命名，就是因为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信史，乃

是立人之本、立国之基。

信史，就是历史认识始终不渝地坚持系统科学，历史书写始终不渝

地坚持实事求是，历史评价始终不渝地坚持全面公允。

班固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

之实录。”这就是信史的楷模。信史，是人们一代又一代不懈的追求。

中国有着悠久的信史传统，可以说，信史，正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一

个重要载体。

但是，要使历史认识、历史书写、历史评价成为真正的信史，并不那

么容易。历史资料本身就不可能完整，收集与考订都需要花极大的气

力。用特定词语体系描述和构建的历史，与实际的历史经常不相吻合，

必须穿越这些话语的屏障，方才能够接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真相的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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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还会受到各种特殊利益诉求的抵制和阻挠，受到许许多多充满偏

见、严重扭曲乃至完全虚构的伪史、秽史的围攻和冲击。因此，要坚持

和发扬信史传统，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缺一不可。而自觉的信史立

人、信史立国的责任担当，尤为根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已经一再无可辩驳地证明，

凡真正做到以信史为决策根据，以信史为立人和立国基础，我们的事业

就会健康发展。反之，凡不尊重信史、轻侮信史，我们的事业就不可避

免地会受挫。而但凡背弃信史、践踏信史，则必然会受到社会实践无情

的惩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还充分证明，要真正做到信

史立人、信史立国，固然需要史家具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需要史家有博大而精深的学识和锲而

不舍的长期辛勤耕耘、艰苦努力，更需要全社会共同自觉尊重信史，为

信史的繁荣创造一个学术上自由探讨、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

本书所涉及的，仅仅是数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新探寻的很小一

部分，因此，只能称做“瞥观”。“瞥观”二字，还表明这些认识并不一定

成熟。在将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之际，特别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姜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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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科学五十年

摇 摇 人文科学通常被认为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又非社会科学的各种学

科的总和，它包含现代与古代语言文字、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宗

教学、伦理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美学等广泛

的领域，即包含着关于人的人文追求、人文素养、人类价值及其精神表

现的各种学科。五十年来，所有这些学科，在我国都获得了很大的发

展，而这一发展，又都经历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

从“废名”到“正名”

圆园 世纪从 缘园 年代到 苑园 年代，差不多整整三十年，人文学科一词从

我国消失了。人文科学所涵盖的各学科，全部被纳入“哲学社会科学”

中。中国科学院建立时，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省建立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各种学会联合会时，定名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甚

至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时，也只用社会科学，而不提人文科学。

当然，并不是中外各种古代与现代语言文字研究、语言学、文学、历

史学、哲学等研究因此便不复存在。但是，它们统归之于社会科学，正

表明，它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或独特性已不复被重视，或根

本不予承认。它们已被视为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一样，在其

性质上，属于意识形态，为一定经济基础及一定社会阶级利益服务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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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建筑，在方法论上，不再像先前那样注重人类精神现象的独特性、多

样性、复杂性和创造性，而转向专门研究人类精神现象多样性中的一致

性、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复杂性中的统一性、变化创

新中的规律性。

不承认人文科学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给人文科学的

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影响，集中地表现为：极度地泛政治化，

泛意识形态化，以及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与庸俗化倾向。

首先是极度地泛政治化。所有人文科学都被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

或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即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工具。人文科学所

负有的认知、情感、审美功能，即全面提高人的知识、道德、感情、心境、

情趣等人文素质的功能，反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都被认定必须

从属于或服务于上述政治功能，这就必然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为狭隘的

短视的功利主义和现实政治需要所主宰，使人文科学独立的学术研究

根本不能立足。

其次是极度地泛意识形态化。这就是拒绝承认精神生产本质上也

是一种社会生产活动，是一种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并以物化了的客体

状态将其产品贡献于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些产品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

意识形态，属于服务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是，也有相当

大一部分应当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作为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反映和再

现，它们不是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中

外各种古代的及现代的语言文字，以及研究这些语言文字的语言学，就

明显不过地表现了人文科学中许多重要构成部分的这一性质。泛意识

形态化，如果不说是实际上取消了，那至少也要说是严重削弱了精神生

产这一地位并不稍次于物质生产的社会生产活动，使非意识形态的精

神生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使得人类是否具有共同的人性，真理是否具

有阶级性，是否存在人类共同认可的形式美、自然美等带有根本性的问

题无法实事求是地探索下去。

极度地泛政治化和极度地泛意识形态化，势必导致整个人文科学

的发展经常陷入公式化、概念化及庸俗化的泥淖。人文科学本来主要

是研究人如何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人自身，包含人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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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研究连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观念形

态如何产生并如何作用于社会，从而保障人自身存在、发展与解放，推

动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不断提升及有效实现，并以人的真善美普遍的

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为自己的最高目标。然而，泛极度政治化与泛意识

形态化，不可避免地使人文科学从基础研究变为单纯的应用研究，变成

现成公式的图解与现行政策的诠释，走向极端，便是“文化大革命”中

百花凋谢之后影射文学、影射史学及阴谋文学、阴谋史学的肆虐。

人文科学名称的废弃，亦即人文科学不再被当作一门自具特点的

科学对待，不可避免地给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伤害。但是，

尽管如此，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从我国学术界消失了的三十年里，我国

人文科学所属的若干学科，包括语言和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美学，

特别是考古学，在艰难曲折之中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一场又一

场论战中，许多学者不断辩白和坚持应当承认和尊重人文科学所固有

的特点。五六十年代关于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论争，关于“论从史出”

还是“以论带史”的论争，关于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论争，关

于美的共同性与阶级性的论争等，所触及的问题，可以说，都是从一个

侧面对于抹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界限提出婉转的抗议。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

的“拨乱反正”逐步深入，人文科学应当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

科学相并列的一大门类，这一点逐渐为人们所承认。人们越来越清楚

地看到，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人文追求与人文素养，人类形成起就已

产生。人文科学本就是一门最为古老的学科。人文科学的生命力于今

非但没有衰减，反而空前旺盛。这是因为，随着人类一步步走出采集渔

猎经济时代与农耕经济时代，而先后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并已经在准备

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人们的人文追求与人文素养，有着代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的一些基本的共同的方面，也有着代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

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个人的相异的方面。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人类文明

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产不断发展与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而且更

需要人文追求和人文素养的不断调适、不断提升。否则，人类就会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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