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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0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30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
这一觉醒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局面，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
30年来，随着整个民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开始进入
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文革”前
就已是“热门”并有相当多研究的领域，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开始了
新一轮的实证性研究；与此同时，近代史学界加强了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
戊戌变法等过去比较薄弱领域的研究；还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研
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开辟了关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化史等新领域的
研究。
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有些新课
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
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种意见争鸣的活跃局面，而以前被忽视或被认为是禁区的经济史、社
会史等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令人瞩目且朝气蓬勃的发展：优秀学人迅速涌现，创新成果大批诞生，真
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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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论文集，是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于2009年lO月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
来的可能走向”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
    《近代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她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历史发展新时期的一个宁馨儿，携带
着这个时代的强烈气息，因此，这次学术会议，是对这个时代和这个刊物的双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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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回顾与前瞻  废约史研究三十年  最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的中韩
关系史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的新视野  近20年来的中国商
会史研究(1990～2009)  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  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编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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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对张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整合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努力持敬佩的态度，事实上，我对近
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的系统性缺失的担忧，也是基于我们过去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近代
历史系统性解释的比较而得出。
罗志田教授认为，该书的出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走向成熟”，①这是十分中
肯到位的评价。
以我的理解，所谓“走向成熟”主要是就兼容性而言，以前马克思主义被弄成排他性很强甚至是具有
独占性的理论，这严重制约了近代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法则。
张先生主编的近代通史兼收并蓄了许多新的理论与学术探讨，当然趋向成熟。
但从系统性的立场看，要说成熟，恐怕还有差距。
　　然而如果横向比较，其他著作差距或许更大。
从已有的书评所做的评判来看，张先生主编的近代通史几乎被誉为目前最好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典
范（pamdigm）的著作。
我虽然不认同某些过分溢美的说辞，但也认为，在已经出版的林林总总的近代通史著作中（据说不
下200种），张著在史实记述方面应该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一部。
我自己正是因为参考这套书的频率较高，才有了上面的学习体会。
前面提到的另外几部著作，也是因为总体上品质秀异才被纳入评论人的视野。
学术批评忌讳重复说别人已经说过的好话，本文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故批评的言辞稍多，但这并不
意味着我对这些著作的评价偏重于否定。
我想表达的意见是，被学界认为是最好的中国近代通史尚且一定程度存在系统性缺失，考虑到中国近
代史研究成果的良莠不齐，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系统性的缺失与这些年来日渐兴起的以“解构”为特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无
关系。
近年来，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主义”充斥盛行，对一切事物都要下一番“解构”的工夫。
“解构主义”将结构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对以追求整体性或系统性为特征的“
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挑战。
这一“主义”对历史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蔑视权威及已经建构的学术秩序，且因解析法的精密应用导
致研究局部的细致深人，缺陷在于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无形化”，即导致研究客体整体形态的支离
破碎，以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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