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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贾东海等同志主编的《史学概论》的出版，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成果，也是一部体例新颖、内
容丰富、具有特色的、比较适用于民族高等院校历史系“史学理论?课程的新教材。
目前对于这一课程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史学概论”，有的叫“史学导论”，有的叫“史学理论与
方法”。
本书吸收了近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许多新思想、新成果，凝聚着作者的丰富经验与科研成署。
它必将对我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史学概论”的教学带来新的活力，有利于“史学概论”的学科建设
，有利于培养史学专业人才，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科学走向科学化、现代化。
　　史学理论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迟。
虽然早在二十年代梁启超就曾做过建立“新史学”的努力，后来又有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
学家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出过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辉煌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国
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没有专门系统传授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
有鉴于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教育部做出了重新开设“史学概论”的决定，自1980年前后部分高
等学校陆续开设了这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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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从1989年开始的。
当时由主编贾东海参照1989年国家教委师范司编制的《历史专业教学大纲》中的《史学概论》的精神
和其他高校《史学概论》教学大纲的内容，结合民族高等院校历史系学生实际，设计出编写提纲，广
泛征求意见后，进行修订，然后由作者按提纲分头执笔编写。
    本教材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泛地吸收了中外有关著作的研究成果，在全面、系
统的基础上以问题为中心，体现史论结合，重点突出，条理分明，通俗易懂，详略适中，以便使学生
和读者能更好地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
    本书除主要供民族院校历史专业做为教材外，也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历史、政史专业，广大史学
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均可做为研究学习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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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讲　历史发展辩证法　　一、历史运动过程的规律性　　1．什么是历史的规律性　　唯物
史观认为，历史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性不是历史事物的外部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其
内在矛盾的本质联系决定的。
人类社会是在各种矛盾中前进的，矛盾形成历史运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
事物的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精髓。
历史运动与矛盾法则二者有着直接关系。
其中代表历史新事物和事物发展方向的矛盾方面，它之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被支配地位上升到支
配地位是“由于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的结果”①。
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及其基本发展趋势，是由各种事物的具体性质和事物内在
联系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例如人类社会从低级的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高级的公有制，它是由生产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
。
因此历史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内在联系和必然性，就是历史事物的规律性。
　　2．历史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　　任何事物的矛盾，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或称共性（同一性
）或个性。
历史的规律性也表现为共性（同一性或一般性）或个性（特殊性）。
普遍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共同本质（或称一般本质），特殊性决定事物的特殊性质（或称个别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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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概论》接触到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学术研究的新动态，以及当代史学跨学科发展向史学
研究提出的新问题等。
对多数民族学生来说，它有助于启发思维、激发学生探讨理论、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开发智能，有
助于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能力。
它是使学生未来从事史学工作和跨入研究领域的向导。
　　本教材广泛地吸收了中外有关著作的研究成果，以问题为中心，体现史论结合，重点突出，条理
分明，通俗易懂，详略适中，以便使学生和读者能更好地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和基本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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