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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上的经历都在我的研究中打上深刻的烙印。
我在研究中比较强调“问题意识”，我的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理论本身，来自我教学中所
遇到的疑难问题。
这使我养成了不善于追新逐异、跟风赶潮，而总是以探讨学理、追求学理的完善为目的的兴趣和习惯
。
所以我每当研究一个自认为有价值的问题时，总是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来钻研前人的优秀成果，主观
上总希望尽可能多的掌握与之有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来发现和提取它的难
点、疑点、争论的焦点和突破的关节点来做文章，力图在继承中求得发展，在综合前人一切合理见解
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于学术的积累和推进起到一些微弱的作用，从不敢撇
开传统来侈谈什么“原创性”。
二是来自现实，来自自己的人生体验。
它不仅使我走出“童话世界”领略到人生的险峻和严酷，而且也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正因为美好的
东西在生活中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就更应该在精神上坚定地守护它，因为它会转化为一种动力，而
把美的东西重新召唤到我们生活中来；否则，我们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怎么去维护和召唤呢？
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我认为理论研究就是自己介入现实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所以我常常以文艺理论研究来阐述自己的人生理想，认为这比抽象谈论人生问题更为有效。
这就使得我的研究没有走上纯学术的道路，而始终怀有强烈的人文情怀，虽然我所关注的现实问题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这种人文情怀却随着自己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的加深变得愈加自觉。
这两方面原因形成了我的理论文章这样一个我自己可以肯定的特色：“学院性”、“思辨性”和“现
实性”、“参与性”的结合，即在阐明学理的过程中表达我对现状的看法、体现我对现实的介入；至
于能否达到“继承”与“发展”、“综合”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我就不敢妄言，那只有由学界去
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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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理论问题评王充《论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特点中国工人在南非英属德兰斯瓦尔
（1904-1910）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历史学与社会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欧史学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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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世界文明通史》序言邓正来《国家与社会》评审书评彭慕兰、王国斌、弗兰克对中、欧发展道路
的看法《世界文明史》总序张芝联教授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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