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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西方史学史》，是十年前出版的同名书的第三版。
如今，新版的修订工作，经各方努力，通力协作，总算告竣。
在这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付梓之际，作为一直主持该项工作的我，有些话还得向大家交
代一下。
本书缘起于1996年国家教委实施的“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其后，由我开设的《西方史学史》课程也被列入复旦大学“本科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研究计划”。
因此，编纂一本西方史学史便成了实施上述两项计划的“主干工程”。
经努力，此项“工程”终于如期完成，作为国家教委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西方史学史》的
初版于2000年问世。
回溯十年前本书初版问世后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令我感奋不已。
用现在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书上市后“一炮打响”。
不是吗？
2000年伊始，新书甫出，即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久便重印，以后又逐年不断加印。
不久，本书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定为“推荐
教材”。
稍后，本书又有幸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于2004年出了第二版，
销量继续走俏，继续得到读者的厚爱。
为了回报广大读者，我对第二版作了许多修订工作，扩充了内容，新增若干章节，同时配置了近百幅
插图，以增添视觉印象，让大家更喜欢阅读。
据不完全统计，两版合计共印了十五六次，其发行量已大体覆盖需用此类教材的全国各高等院校。
这令我感到十分惊喜，当然也让我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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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史学
的发展历程。
古典部分，阐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中世纪部分，阐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前
的史学，并对其作出历史评价；近代部分，阐述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演变，涉及各种史学流派与思潮
；现当代部分，阐述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主要是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在当代的新趋势。
本书留意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史学思潮和流派等，以揭示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突出史
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本书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述畅达，深入浅出，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可供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与
相关系科教学使用，也可供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参考。
   本书先后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推荐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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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广智
　　1939年9月生，江苏海门人。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著有《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西方史学散论》、《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
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影视史学》、《世界文化史》(古代卷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
流》(主编)、《现代西方史学》、《史学：文化中的文化》(后两本与张广勇合著，均为第一作者)等
书，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评论文章1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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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第七章 近代史学（Ⅳ）　一、浪漫主义史学　　1. 浪漫主义思潮的特征　　2. 浪漫主义史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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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　　1. 法国史学的主流　　2. 布罗代尔时代　　3. 转型时期　　4. 走向世界　三、西方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崛起　　1. 时代与史学的双重变奏　　2. 英法称雄　　3. “西马亦马”　四、社会科学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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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域和新方法　　1. 比较史学　　2. 计量史学　　3. 心理史学　　4. 口述史学　　5. 影视史学　　6.
“新克丽奥”的“边界”及其问题　六、世界史重构的新潮流　　1. “全球历史观”　　2. 《当代史
导论》　　3. 世界史体系的创新　七、历史哲学发展的新走向　　1. 从思辨走向批判　　2. 分析的历
史哲学　　3. 存在主义历史哲学　　4. 结构主义历史哲学　　5. 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第十章 现代史学（
Ⅲ）　一、新史学的新变化　　1. 叙事史的复兴　　2. 新的盟友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变化　
　1. 微观史学　　2. 新文化史　三、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史学　　1.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2. 后现
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　四、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　　1. 久远的传统　　2. 历史的轨迹　　3. “往来
不穷谓之通”结语参考书目后记第二版后记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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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奠立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从6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进入了它的奠基
阶段，其契机源于一次重要的会议。
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明确提出，既不
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任务，会议确定由耿淡如师主编《外国史学史》
。
是年底，又在上海召开了该教材的编写会议，与会者除耿淡如师之外，另有一批享誉国内学界的治西
方史学的名家，如齐思和、吴于廑等。
于是，“史学史热”由此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①，有力地促进了史学史
（也包括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地位的奠立应具备以下一些条件，而这些在60年代初都大体齐备
了，它们是：应当充分认识到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并应把它列入高等学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这一
点在上面所说的那次会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此后在不少高校中得到了贯彻；教材的编纂与起步，耿
师在上述会议前后即为编写部定外国史学史教材作了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也在
起步，经教育部批准的以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为培养目标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在1964年得到了实现；不
可或缺的是，西方史学原著的移译增强了，西方史学学术研究水平提高了，如在1961年之后的两三年
中，耿师、齐思和与吴于廑等都写出了至今看来仍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
著选》，更是为那时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推波助澜。
他们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
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以当时那种发展势头，上述诸项，当会取得更多的成绩。
3.停滞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中止了一切学术文化的研究工作。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就更说不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了。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把原本正在奠基中的脆弱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摧毁了，中国的
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还要等到新时期到来，才能再现光华、谱写新篇。
4.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回顾近30多年的中国西方史学史之史，如果细分，还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1）1978-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
（2）1983-1990年为活跃阶段，大规模地引介西方新史学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1983年在中国史学编年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论者所指出的：“1983年是
一个转变之年，是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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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年前，我申报的西方史学史课程改革项目，经国家教委专家组评审与国家教委主管部门的批准，被
正式列入“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稍后不久，由我执教的西方史学史课程亦被我校列入“本科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计划”，并作为重点课程来建设。
当然，实施这两项计划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需要付出长期的和艰辛的劳动，但其主干工程却是相同
的，那就是需要及时地编写出一部具有先进性、适应性和有特色的西方史学史教材。
三年来，我为此作出了最大限度的投入。
寒往暑来，数易春秋，为写作这本教材，排除杂务，无暇他顾，始终未敢有丝毫的懈怠。
这期间，我又始终得到了教育部高教司、复旦大学教务处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等领导部门的及时指导与
鼎力支持，复旦大学出版社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
特别要提到的是，8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由历史学家张芝联先生任主编的国家教委教材西方史学史的
编撰工作，受到了诸多前辈学者学术思想的滋润，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此外，近三年来复旦大学历史系及相关院系的同学们，对我在课堂上采用新编的西方史学史大纲，试
讲新教材，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时，总是给予热烈的回应，这就给我增添了莫大的信心。
我的博士生陈新，更是在写作学位论文的繁忙时节，腾出时间参与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其中第三、
四章，第六章二、三、四节及第七章一、二、三、四、六节，均出自他的手笔。
在这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我对各级领导的帮助、师长的教诲以及学生的支持与配合表示由衷的谢意
。
说起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晚近以来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说别的，仅本书附录所载前人与
时贤所编的西方史学史一类的书为数确实不少，那是各有千秋的。
拙撰这本新教材，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尝试，一种凝聚着我多年来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心得的尝试。
虽不能说书中所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准备的，但它决不是率尔操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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