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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以学术的经典性、教学的实用性为原则，收录中外学者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
的论文39篇，对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给予全景式研究性介绍，融专题导论、研究论文及其导读、延伸
阅读和研究实践为一体，是一种新的大学西方史学史教材编纂和教学理念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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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全球史观”的提出和发展是全球化在历史学中的反映，是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
和怎样研究。
（四）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思考研究外国史学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
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有利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因而，这种研究应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
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
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最近在谈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生活的世界定位时说，“我们要有勇气去思考‘
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问题。
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
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
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
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
张教授在论述中国文化问题时，提出“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或“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这
决非小题大做，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他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
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
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
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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