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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呢？
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当作后事的借鉴。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过：“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能把轶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
的迹象，当代的鉴诫，后世的教训。
”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给历史一个真实、公正的评价；还要以现实为出发点
，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
说到底，学习历史要以现实为出发点，并服务于现实，其价值也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以实现。
当然，历史学仅有借鉴作用是不完整的，它还具有教育和认知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过：“整个过去是现在的财富。
”我们学习了解历史，可以从浩瀚的历史中追寻人类几千年来积淀的财富。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我们都能从历史中找到学习的依据。
比如说，通过学习历史，可以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良莠并存，对于符合时代趋势的，我们应该发扬光
大，对于阻碍社会进步的，我们应予以抛弃；通过学习历史，可以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认清历史
的发展趋势，懂得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通过学习历史，我们还能徜徉于古
代人民的优秀文化中，去感受、学习古人叹为观止的创造力。
所以说，历史是一座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知识宝库。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过：“过去与现在和将来有十分明确的联系。
”历史是过去的现在，现在是将来的历史。
历史可以穿越时间的界限，它可以指导现实，又可以预见未来。
因此，学习历史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事业都在摸索中前进。
为了少走甚至不走弯路，历史学的教育、借鉴等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青年人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掌握历史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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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事业都在摸索中前进。
为了少走甚至不走弯路，历史学的教育、借鉴等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青年人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掌握历史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从历史学的起源到发展再到未来展望都作了一个详细的考察，重点是介绍了历史学的发展历程
，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
     最后，编者希望通过编写这本书，能让莘莘学子初步了解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并能够唤起大家对历
史学的兴趣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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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有其一度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
但是，自然史和人类史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别。
首先，自然界的变化，比起人类历史来，速度很缓慢，在短时期内甚至难以被人们所发现。
再则，自然是没有意识的存在，自然界中的矛盾运动，相对于有意识的人类社会而言，显然要简单得
多。
同时，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使自然史上的现象相当准确地重现出来。
例如，剂量相同的反应物在同一实验条件下进行反应，每次都能得到相同的产物。
而历史学家在人类历史上却看不到这样简单而又确定的重现现象。
例如，人们就无法复制出唐朝如何打败隋朝，而建立新的朝代的过程。
或者人们可以说，每一个新的朝代建立都是以前朝代建立过程的重现，这个意思其实是说明了，人类
历史和自然史一样，同样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
但是，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一个具体的独特的历史事件，这和化学反应是迥然不同的，也没有公理
或者公式可以套用。
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言，它承认历史的客观实在性。
同时，它认为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并认为研究者能够逐步认清这个历史过程。
这几个基本结论并不是武断的教条，是有着充分的科学依据的。
我们试着举出一些浅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如，我们现在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将来就会成为历史。
不管我们做的事情或者说过的话有没有留下痕迹，无论以后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些话或者事情，都不会
改变我们已经说过话或者做过事的客观事实。
我们现在打了一个喷嚏，也许很快我们自己都会忘了，但这是一个无法抹杀的客观事实。
今天的客观事实明天即将成为客观历史。
一个读过书的人，会知道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人物和事件。
比如，读书人知道李商隐是唐朝诗人，还知道晚唐发生过“甘露之变”。
这些东西，一般人很可能都不知道。
李商隐和“甘露之变”会不会因为前者知道就存在，因为后者不知道就消失呢？
显然不是的。
再者，比如说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
这些在两千多年前建造秦始皇陵时，就已经被埋在地下了。
可是一直经过了2000多年，人们才发现了它们，并知道了秦朝制造兵马俑这个事实。
当我们没有发现它们，还不知道它们之前，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着。
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它们，就否认它们的存在，否认这个历史事实。
又如，世界史里有“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样的故事：公元476年，西罗马只有6岁的末代皇帝被废黜。
就这样，这个曾称霸地中海，历时12世纪的奴隶制大帝国，终于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下，覆没了。
西欧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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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能把轶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诫，后世的
教训。
　　——塞万提斯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何谓历史学>>

编辑推荐

《何谓历史学》：历史学，用时间刻录文明里程！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
无疑，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何谓历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