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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习惯于“低头拉车”而不习惯于“抬头看路”。
这里假设的前提仿佛是说：结论是早已经摆好在那里的了，历史学家的任务，无非就是为它再一次地
补充上一份例证而已。
你能填充一项例证，就算是作出了一分成绩，你能补充两份例证，就算是作出了两分成绩。
正有如诸葛大丞相在“空城计”中的名言：“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
”这种为学的态度乃是经学的态度，《圣经》里面每提到一桩事件时，往往总是要强调“这就应了经
上的话”云云。
原来真理早在经上都有了，人们所见证的事实无非是为经上的真理再一次地提供一个例证而已。
历来经学家的神圣职责无非就在于代圣贤立言、弘扬经义，而绝不可以对经义本身加以反思乃至拷问
。
然而真正的科学或哲学则恰是要对历来的经义不断地加以反思、质疑和拷问。
实验、数据、资料和思想理论，双方永远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的。
如果学术的目的是在于追求真理，而不仅只是要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那么学者就不应该单纯局限
于找材料来充实自己的观点，而应该同时不断地反思并批判自己所据以立论的根据。
这里的“批判”一词是指它18世纪的原来意义，即学者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经历一番逻辑的洗练或自
我批评，借以检验自己立论的可实证性（或可证伪性）。
任何学术思想，凡是不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的，都只能是一种经学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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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我们问“物理学是不是一种科学”，实际的问题是：以这种研究逻辑来研究物理世界所获得的知识
是否可称之为科学。
然而，当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设问历史学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历史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它
几乎涉及我们大部分的认知形式和知识品种，如史实的确认、史事的理解、历史的理论概括、历史意
义的评价等。
这些不同的认知形式，生产不同的知识产品，体现不同的认知属性。
本书将历史认识活动划分成不同的层面，剖析其不同的认识形式和知识属性，以便完整地理解历史学
的本质特性。
而历史知识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本书应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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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历史与理论（何兆武）引言一、史学是什么？
　1.质疑与批评　2.历史学的科学化　3.彻底的批判与反思　4.史学理论研究的起步　　5.“史学概论
”，概论什么？
　6.“历史认识论”的兴起　7.何、庞之分歧　8.元问题及其研讨路径二、史实与史家　1.历史学的“
月亮问题”　2.事实能否自己说话？
　3.以事实为中心的史学理念　　4.事实与非事实　5.史实与史家的关联性　6.谁决定了历史的意义
　7.三种历史事实　8.历史事实的类型　9.普通事实的量化问题三、历史的真实　1.历史学的分层　2.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3.认知图式与双向建构　4.对符合说的诘难　5.一种弱化的检验　6.李
凯尔特的文化科学观　7.历史个别的非同一性　8.历史学有没有“范型”　9.事实能否说得清？
四、理解与解释　1.什么是历史学Ⅱ？
　2.移情与体验　3.历史的“真了解”　4.理解的差异　5.覆盖定律及其他　6.“why”和“how”　7.
文本的权威消失了？
　8.硬性与软性　9.史家的“弹性”五、叙事与想象　1.叙事问题　2.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3.历史就是
虚构？
　4.建构与解构　5.“大屠杀”问题　　6.历史学家的想象　7.小说的真实性　8.推理与证据　9.“反事
实”的想象六、历史的重演　1.科学的尺度　2.个别论与借用论　　3.分歧与症结　4.什么是重演？
　5.相似与同类　6.历史的相似与重演　7.澄清一种误解　8.从因果性到因果律　9.几种不同的必然性
　10.历史能否预言？
七、因果关系与理论命题　1.何为历史学的原因？
　2.复杂化与简约化　3.理论陈述的非清晰性　4.“相干性”问题　5.测不准和不确定　6.概率问题　7.
历史学的概括　8.理有概然，势无必至八、历史学的人文性　1.史学要不要评价？
　2.从柯林武德的一段话说起　3.历史需要不断地重写　4.历学哲学的特殊问题　5.配景论与不可通约
性　6.客观性不等于真理性　7.人文界的“实然”与“应然”　8.“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毁灭”？
　9.寻找普世的评价标准　10.是法理思维，还是科学思维？
九、历史之用的特殊性　1.历史有什么用？
　2.记忆的自然作用　3.遗忘也是生活所必需　4.求真第一，还是致用优先？
　5.不论真假，都有效用　6.历史之用的虚拟性　7.历史该怎么用？
　8.史学的异化和社会良心　　9.历史学家的责任　10.如何遏制历史之滥用基本读本和参考书目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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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史学是什么？
1.质疑与批评说来奇怪，还没有哪一门学科的研究，会像历史学那样，存在着那么多的分歧、怀疑和
批评。
这里所说的分歧、怀疑和批评，不是指具体的历史问题的争论，而是对历史学科性质的质疑。
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历史学能够向我们提供怎样的知识产品，是单称判断（如秦始皇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如淝水之战发生在公元383年），还是普遍性命题（如我们以前一直所相信的那
样，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知识产品，就是示了人类历史
发展的普遍规律）；历史学所提供的这些知识是否真实可靠？
是否具有客观性？
怎么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或客观性？
第二，即便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知识确实可靠，并具有客观真实性，那么，这样的知识有什么用？
——历史知识有什么用？
任何一门学科以及它的研究，如果在这样两个基本的问题上遭到他人的怀疑或否定，就等于是怀疑或
否定了这门学科的合法性。
不过，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并不太在意这些疑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或理所当然的事情。
自从分析历史哲学兴起之后，前辈学者的乐观主义和称心如意才彻底地被搅乱，这两个问题不仅变得
严峻，而且难以回答、难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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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历史学的元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华
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教材基金资助项目。
回想立项之初，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一百多年来历史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的全盘清理，试着提出自己
的一种解释，也为学生提供一本研讨史学理论的基本读物。
今日“打扫战场，清点战果”，自问：当日设想的目的是否已经达到？
似乎也不敢作出肯定的回答。
但本课题及其目标，即元问题的全盘清理，并作出自己的解释，一直是我努力达到的目标。
史学理论的研究，常常不能引起历史学者的注意，甚至引来反感。
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就是命题结论常常表现为外在的强加，而不是内在的自然引出。
历史哲学家的研究大都离史学实践较远，且常常不肯在论证中列举事例加以说明，或许是他们认为这
样的论证说明是多余的。
然而，就历史学者看来，他们的结论命题是外在于史学实践而强加上去的。
且不论这种看法的对错，如何从史学实践中内在地引出问题，并加以概述，这是当下史学理论研究亟
须改进的地方。
既不能像西方史学理论那样过分抽象，也不能像以前的理论文章那样空洞说教。
我想，中国古代史论“言理在事，理不离事”的传统值得借鉴。
本书的叙述。
可以看作是这一设想的尝试。
至于行文中的大段引文和注释，我也是有所用意，并在“引言”的注文中加以说明，但仍有读者向我
提问。
史事考证与理论研讨大不一样。
史事考证，只要史料、史实弄清楚了，大都能够做到让人信服，让人共享。
理论研究则不同，这里不可能有一锤定音，不可能有终结的解答。
故而，有关的讨论，就如一次学术会议，让古人、前贤，乃至今日学界同人都来参与发言。
读者阅读此书，一如亲临会场，既可聆听各家的高见，又可“按图索骥”追寻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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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21世纪大学文科教材·博学史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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