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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学的理论建设工作积累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与研究经验，也遇到了不少新

的挑战。回顾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梳理相关问题，有助于当今的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前

辈的治学方法和精神，以推动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繁荣。有鉴于此，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和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院近日在芜湖共同主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与徽学研究”研

讨会。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深入交流，既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历史学的理论演进、价值功用、传承发展等问题，也为如何加强理论指导以促进徽学研究提出了建议。 
    史学理论的发展与功用。与会者普遍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史学理论主要有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在

古代，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学名家提出了一系列传统史学理论；进入近代后，大量西方史学

新方法、新思维传入中国，以梁启超、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近代史学先驱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史学理论的

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以往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范文澜、白寿彝等史学前辈在辩证唯物主

义史学的指导下，吸收和借鉴国外史学新方法，将我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推至新的高度。针对当前史学

发展的新情况，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加强理论体系的构建，重点关注历史和史学发展规律、唯物史观

与史学的评价和社会功能。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还应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史著

编撰的原则、具体史学方法和史学交叉学科发展等方面的水准。在论及史学理论的功用时，与会学者

认为它不仅可以为具体研究实践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拓展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与研究

领域，还能规范史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大家认为，近年国内的历史研究中，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相对

缺失，以至于与微观、具体研究成果产生脱节，急需加强史学理论建设。 
    史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史学理论建设中，批判继承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

代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在前人基础上认真地去深入发掘、梳理和阐发，并将

它同当代史学的理论成果结合起来，以形成史学理论领域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史学理

论的传承和创新工作离不开每个史学工作者的理论自觉、理论积累以及研究实践，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绝非是少数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就能胜任的，它同时需要致力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从自己的研究中加以

概括和提炼，以充实、提高原有的理论认识。 
    徽学研究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与会学者指出，徽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2—1949
年是徽学的萌芽发端时期；1949—1976 年为徽学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1977 年至今为徽学研究的第三

个阶段，是其发展与繁荣时期。大家认为，明清以来的徽州历史文化可以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后期

的“活化石”，徽州地区保存下来的丰富的物质遗存和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已经

引起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者的特别重视，产生了大量细致又具体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徽学研究也

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理论建设需要加强。有学者以徽州文书为例分析指出，徽州文书存世数量超过

100 万件，近几年整理研究进入高潮，主要有专题类、研究性、影印出版三类，这些成果虽然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但是缺乏整体视野和理论关怀，没有运用“村落文书”“归户文书”等理论方法，致使徽州

文书散乱化、碎片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因此，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是徽学研究的同等重要的两个环

节，缺一不可，加强理论构建是徽学研究继续推进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