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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下的中国出现了一股空前的“历史热”，——此“热”用“滔滔天下”来形容，恐怕丝毫也不
为过。
——从易中天到于丹，所讲无一在历史之外。
空前现实的国人为何突然特别钟情于无用的历史？
笔者曾一度困惑不已。
后来，一位哲人写于60年前的一段话使我顿悟：“思维，是最善于找到自己的出路的。
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恋爱；你不准谈人间，他就谈天上；你不准他谈现在，他就谈过去；反正他
总要找条出路。
“历史热”的崛起无疑是对“现实冷”的一种平衡与补偿。
探讨“历史热”出现的深层原因，当然不是这里的重点，笔者这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历史热”
所提供和传播的那些所谓“历史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可信的？
之所以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感到历史知识与新的历史创造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而这一点
实际上一直被严重低估乃至忽略了。
　　历史学家所传播的史知识对历史创造者的渗透和影响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其中最典型的是来自于哈耶克所举的一个事例。
长期以来，史学界所提供的“工业革命”的图景是：“皮包骨的童工，暗无天日的矿区，每天工作18
个小时的纺织女工，伦敦街头的孤儿、残疾人、妓女”等等，总之，这些知识告诉人们：“工业革命
”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上最穷、数量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苦难加重了。
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但哈耶克认为，正是这些并非真相的知识“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很多地
区的制度安排。
　　历史研究、历史知识的提供肯定是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
所以，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与学术创造本身一样，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工作；在盛友如云的史学
茶馆里，我们决不能像在街头巷尾的茶桌旁，传播那些证据不足、甚至“于史无征”的道听途说和充
满偏见的“事实”。
因为你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很有可能像种子一样，不知撒在哪块心田里，有朝一日，这粒种子会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影响历史进程。
　　因此，在学人《茶座》“轻松、休闲、高雅；有识、有趣、有用”的整体定位的前提下，本茶馆
对每一位座上客还有一些基本要求：求真、求善、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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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茶座”这个名称不是专为《历史学家茶座》取的，在它之前，已经有了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的“茶座”。
但历史学家的“茶座”开张以后，作者却觉得，在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茶座”中，历史
学家的的“茶座”是最令人向往的。
这倒不是因为历史学家的茶道功夫特别好，或者历史学家品茶的本领特别强，而是因为历史的茶味格
外醇厚清香，也最适合慢慢品味的。
 苏双碧：我所知道的周谷城先生；冯尔康：海外华人丧礼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反哺；刘志琴：商家主
导时尚之反思⋯⋯今天再看几十年前的旧事，即使曾经新身经历，有时似曾相识，有时却恍若隔世。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远离庐山之后，真面目反而越来越清楚了。

历史是过去时，但谁也不能否认历史与现实及未来的因果关系。
大多数人关注历史——无论事件、人物、经验、教训，其着眼点还是为着现实和未来。
也有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一来，客观似乎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却是历史学界面对现实中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时的缺位与
失语。

其实，历史与现实哪里能隔开呢？
研究历史，不着眼于现实，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研究历史，书写历史，是不应该切断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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