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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作系统的总结。
全面论述了“五四”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古史分期、中国历史规律探索、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民族问题、历史评价问题，以及关于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
批判继承、历史认识方法论问题、史学发展和史书编纂，史学社会功能、批判教条主义恶劣影响、坚
持唯物史观和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多学科研究、探索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等方面所作的深入探讨及
其理论价值。
全书论述全面，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具有理论深度和时代特色，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和历
史学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并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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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其泰，1939年出生，广东丰顺人。
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汉代和近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及教育部社科项目《传统史学的确立及其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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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9年前后，中国社会处于国际国内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之中。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本来是民主革命派为了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封建专制制度，长期浴血奋斗
而取得的胜利，孙中山倡导的“中华民国”的建立和《临时约法》的颁布，也确实为全国民众带来民
主政治和振兴国家的希望。
可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而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加上帝国主义的破坏、干预，辛亥革
命的胜利果实被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所篡夺，结果中国又陷入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
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内镇压人民，
悍然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不同派系彼此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政争和混战。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人民大众毫无民主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之间连年爆发的战争给整
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难。
伴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在文化思想领域则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新旧社会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社会前进要求的一批先进人物，面对国内严酷的现实，借鉴国
际上成功的经验，呕心沥血地探索中国问题的正确出路，终于迎来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人精神生
活领域的变革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民族工业获得迅速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
。
1915年上海、天津等地爆发了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工
人大众都积极参加。
同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则是猛烈地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反对
复古倒退的一场思想革命运动。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当时社会沉沉、风雨如晦的社会环境中，连续发表剖
析思想界状况和社会现实的文章，向顽固保守势力和封建统治展开猛烈攻击，因而使知识界实现了一
次思想大解放，促使人们在探索救国真理的努力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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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研究中心第一批立项的两个项目之一，批准立项时间是2001年5月。
课题组成员在项目实施研究之始，对于研究的题目、全书的结构等即有较为一致的认识。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五四”时期创立以来已走过近九十年的历程，中间经过发展、壮大、
遭受严重曲折和挫折、新时期以来空前繁荣各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探索范围很广，
并且在许多领域内论述至为深刻精湛。
对于这些理论成就进行系统的总结和评价，迄今尚是第一次，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因为，不仅要爬梳、分析大量分散的材料，而且要结合各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经历、从事研究
的社会环境、各种思潮和学术流派以至多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影响等，作出阐释和恰如其分的评价
。
由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颇为复杂，工作量远比预期的更大，有的题目的写作数易其稿。
加上课题组各位成员所担负的科研、教学任务甚重，故此也影响了工作进度。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对此确有稍稍轻松之感。
本书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包括如学术界有的同志所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
按我们的理解，凡属“五四”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关注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古史分期、中
国历史规律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民族问题、历史评价问题，以及关于文化
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历史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史学发展和史书编纂、史学社会功能、批判教
条主义恶劣影响、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和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多学科研究、探索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
等项，所有这些回应时代需要，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发展大有意义，并且具有理论概括和抽象性质的学
术成果，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之列。
而不把史学理论仅仅限制在认识论、方法论、纯历史哲学一类的范围之内。
我们所做的总结和评价只是初步的，肯定尚有不少重要问题未予论及。
书稿中存在的缺漏不当之处，诚恳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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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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