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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内容概要

本书是已故著名学者高华教授的文章结集，包括专稿、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议、讲课记录
等，既为读者梳理了现代史上的若干关键问题，也能看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独到把握
。在评论龙应台等人的书时，我们看到读者高华难得倾注了极大的情感，用敏锐的感悟力，表达对个
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浮沉不定的同情，读来不无悲凉。高华教授曾到台湾讲学，尽管时间不长，但仍
旧发现了一些深层的潜流，他对当地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如今看来依然弥足珍贵。在评价学术著作和
论文时，他表现得犀利而直率，往往能精准地把握肯綮，直指关键，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在很大
程度上正体现了他治学的精髓。借助于历史学，高华教授展现了自己的辽阔视野、家国情怀和历史文
化意识，如果说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他用自己的著作和生
命历程为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诠释。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研
究，两方面他都领风气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
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高华兄是对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当代学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写作，没
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
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
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钱永祥（中研院研究员）
我猜测，围绕着“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的思绪与关怀，陪伴着高华的最后几年，直到去世。他
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结尾处引录“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表达了他的未竟
抱负，也正是他留赠无数朋友与读者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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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华（1954－2011），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以及当代
中国史的研究。2007年罹患肝癌，2011年12月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代表著作有《红大阳是怎样升
起的》、《革命年代》等。

Page 3



《历史学的境界》

书籍目录

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读书有感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他何以选择离开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思想”的累与痛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在海峡的那一边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论文点评
答客问
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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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清晰理性的思路 即使对老蒋不感兴趣的部分也在高华老师的笔下写得异常有趣 如此之高的写作境
界少人能及
2、前半部分有力，到位，后半部分因为对台湾大选不感兴趣，所以几乎没读
3、冷眼看世界，热心忧家国。读史，使人认识人性。斯人已逝，思想长存。
4、内容有些散，一、三、四部分佳。其中，“读书有感”中“人有病，天知否”，可参《革命年代
》中读 七律·有所思，后者更为详细。
另，据我系老师回忆，02年前后，先生去浦口讲学，课后与学生共进餐。食物很简单，还把狮子头分
给同学，告诉同学是长身体的时候。又告诫老师，远离政治。
时过境迁！
5、有分量的文字，亦是美文
6、关注中国历史真有种“凝视深渊”的无力感。
7、部分文章（访谈）的观点和史实在《革命年代》出现过，几篇读书感想很不错，作者能跳出感性
而与史实结合印证一些回忆性的文学作品。博士论文评述、访谈、向学生谈为学之道等都呈现了更立
体的高华。
8、祝好。
9、确实如某些人所言，高华老师有些时候似乎不够克制，《红太阳》中有些地方就主观性色彩过浓
。然而，依旧不能够借此否定其成就和本书的价值。认为太浅不够尖锐的，我觉得未免不厚道，又不
是专门论文？看啥本来就都该批判性看，脑子是好东西。
10、可以看到作者对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对于对历史学感兴趣的人是有帮助的
11、2015年11月第1版
12、那个年代。。
13、斯人已逝
14、你说是历史就是历史，你说是政治就是政治。
15、短文章结集。
16、谈革命，谈抗战，谈内战，谈蒋毛，谈台湾，谈历史学的研究等等，通过文字感受到了高华老师
的魅力，我会把书中提到的龙应台、齐邦媛、王鼎钧的书都看一遍，感触最深的还是这句:为政者安邦
治国为万世开太平。
17、冲着名气买的读了，感觉很不错。
18、境界从何谈起？并无新意，读来也未觉通透。
19、读前三章即可
20、太多的未知
21、是文章的集子，没什么系统性，但就是这零星的文章仍然很吸引人。开始觉得书名和内容没什么
关系。都看完了才发现书名起的还是蛮有洞察力的。
22、还是看专著好些，散文毕竟太泛了。
23、高华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但说实话这本书编的确实不怎样。内容杂乱，后面一些论文评述啥
的完全读不下去.......
24、人们通常认定的历史中有一部分并非真正的历史，只有被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是历史。为什么有的
被表述，有的被省略，这必定有选择，换言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历史不
仅是指过去的真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25、《历史笔记》下册，借用一下页面 
26、说tg意识形态管得严的，但是看这种书又觉得尺度不小，其实历史视角也是塑造意识形态很重要
的一环，这种书能出来说明我党至少当时对开国领袖评价还是褒贬不一的，允许粉和黑，不像现在收
着这么紧。
27、“知识越多越反动”
28、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思考与随笔，读的时候脑子里都是当代文学史以及三十年口述史，时时冒出
来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之言，对于蒋介石和毛又有了新的了解，更加想去台湾体会那
种没有断裂的中华文化，那几篇书评写得真好，感人又不失力量，认识了一些非凡的人们，王鼎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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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龙应台、齐邦媛，个人书写的历史也许更加接近真实
29、在21世纪还有书“被禁”是这个时代最可悲的一件事。
30、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31、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32、是性情中人 随想写的很感人  重史识
33、眼拙，没看到啥境界。
34、六十年来家园，万千心事谁诉。。
35、应该还有很多敏感的没登出来。期待港版的历史笔记.摘一段原文：我们读史写史，往往着眼于“
鉴往知今”，但是人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忘性大，事实上，我们人类很难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
训，所以还是余英时先生说的对，学史读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或者说，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教训中
丰富人性，增长智慧，从而提升公民意识。
36、很好看，尤其是对台湾的观察很到位。
37、良心学者
38、仅从本书看，高华历史学的境界比杨奎松低好多。
39、翻过其中几篇
40、高华先生的书都值得一看
41、书一般般，历史笔记的节选，内容太散，推荐是因为高华，看一本少一本
42、买书要趁早
43、高华教授的一些散作，却处处见其功力。
44、2016-10-19 於逸C205
45、对我这种近代国史盲简直是脑洞大开。说得挺中肯的，虽然事后想想有些内容的确太稳太中庸，
但就这样能出版我也是挺佩服广师大出版社的，而且的确激起了我对那段历史的兴趣。这么早离世，
真可惜。
46、能够看到这样的文字⋯⋯隐约觉得在乎的东西还是有存在的
47、三星半，毕竟还是有局限
48、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非常希望高华老师的还有一些未整理未出版的书稿，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它
们。
49、用大家都熟悉的材料论证出不一样的结论，这就是洞察力。
50、挺好，但只是些散乱的笔记，倒也没必要评价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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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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