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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技艺》

作者简介

马克·布洛克（Mare Bloch，1886-1944），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法国犹太裔史学大师。1929年，与
同事吕西安-费弗尔合作，创办并主编“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1921-1936
）、巴黎大学（1937-1940）、蒙彼利埃大学（1941-1942）等校教授。1943年，在里昂加入自由射手组
织，成为抵抗运动的一员。1944年6月，被德国人杀害。著有《法国农村史》、《奇特的溃败》《封建
社会》《历史学家的技艺》和“史学论文集》等书。20世纪末法国出版的《历史科学辞典》称他为“
本世纪两到三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或许，是他给予了历史科学的变革以最具决定意义的也最为
持久的影响”。

张和声，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今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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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技艺》

精彩短评

1、这个版本的翻译很是不错。马克·布洛赫的专业著作及其难啃，这本方法论式的书饱含他的一片
苦心，而又观其遭遇，只能唉唉而叹。人果然就是历史的囚徒。
2、可以当语录一样写在红宝书上的东西。
      历史的用途，不应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3）
      将普遍性和确定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31）
       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39）
       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64）
       一场大动乱反而有助于历史学的研究。（75）
       人是史学的对象，人天生就能追求有意识的目的。（122）
       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123）
       错误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先验地接受任何解释。（162）
       翻译就像女人（译后）
3、翻译流畅、有文采
4、装帧不错，然编辑不认真。除封面译作“布洛克”，其余均为“布洛赫”，第一印象很不好。内
容未见触动。
5、为什么总拿化学举例
6、常读常新
7、希望非历史专业的人也来看看，或许能少了许多偏见。
8、这本小书断断续续读了三周。很多研究都称年鉴学者没有留下系统的方法论作品，但一般会提及
此书。本书虽然短小，但基本概括了早期年鉴（布洛赫与费弗尔）的理论方法，并且正如作者所说，
很多观点直接取自于费弗尔。作者反对纯实证主义史学，认为历史学对象是复数的人类，强调特定历
史时期的总体社会状况或整体史观。不过，布洛赫并非轻视史料，其对证据考证的突出可见对历史真
实的重视，但历史学者在研究时可以对史料做出更精细的处理，不盲信无意识史料，通过多学科合作
，扩大一手史料的来源，并在辨伪之余观察史料背后的动机与心理。证据的辨伪不是历史研究的终点
，要在此基础上理解人类差异与交往。历史研究中语言作为分析工具，尤其是“术语”具归纳特质。
布洛赫反对单一政治时段划分，强调不同长度时间的不同精确性，有布罗代尔“长时段”论的影子。
9、田松师曾说，好的书会让你有后脑勺被敲了一下的感觉。这本书于我，没有颠覆三观的效果。但
就是想急急地吞下去，尽可能快地理解个大概，然后好返回头去再细细嚼一遍。这大概也是我判断好
书的指标之一。国内公益行业发育时间短，但记录也有其意义。只是作为书写者，要严谨着来。
10、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那些透过迷雾之后精妙绝伦的描述、论断。
11、年鉴学派开山鼻祖之一的大作，虽有些晦涩，但其思想高度凝练，引人深思。尤其他对他儿子那
段对话，更为深刻。
12、荒唐的谎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相信它就有利可图。有各种各样的欺骗，其中不乏自欺欺人
者。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历史研究者从
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它任何没有透露的东西
。
13、比周婉窈翻的版本好讀多，但感覺有不少譯者穿鑿附會自行解讀的地方，有空再找黃艷紅的版本
來對照看看。
14、布洛克对历史的思考多有慧见，也充满温情。“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
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
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这段话传递的理念即是如此。
15、可以作为起点的小册子
16、要在事实面前低头，毕竟，“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17、北师大出版社最近攀升太快了
18、翻译者文笔很好，尤其是该书第三章值得一读。
19、并没有想象的刺激。。
20、“尽管历史学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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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技艺》

我们的更多些，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 作者阐述的一些
史学研究方法如今已经得到了广泛承认，除此之外还有对历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指导。比较感慨的是，
自然学科的兴盛对传统的人文学科及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以至于这么著名的史
学家都要跳出来亲自澄清一些观念......
21、論點深得吾心啊
22、有些观点让我耳目一新。历史并不是一个纯还原历史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是一门研究为什么的科学
。无论是由古知今还是由今知古，我们都对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抱有一种考证的态度去尽可能客观的理
解而不是评判。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历史的热枕，希望以此书入门，对历史进行更为广泛的认识。
23、年鉴学派宣言书。
24、可惜，鲜有这种有觉悟又能践行的历史学家
25、年鑑學派的宣言，有一種在悲劇逆境中的樂觀與奮起感。常讀常新的一本書，可不斷發掘，日後
會再讀。
26、翻译还好，最后那篇后记真是够了。
对了对了，普列汉诺夫，嗯嗯。
27、“历史大部分是猜的，剩下一小部分是偏见。”根据作者对采集史料的态度，想象了一下几个世
纪后，史学家要从互联网上淘数据，数据信息的数量与完备程度远优于几世纪前，但必然是个庞杂的
集合体，也是痛并快乐着。
28、重燃史学的兴趣，不浮躁，抵抗虚无。
29、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每一个有志于历史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30、感动
31、明明以前从未读过的书，读起来熟悉感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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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技艺》

精彩书评

1、4p 张和声：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亦不可囿于历史。 9p 轻视求证，与求实相悖
；但把手段当做目的，为考证而考证则无非是虚掷光阴的博学游戏。 22p 如果掉以轻心，伪历史就会
殃及信史，我们从而严重脱离了珍视的思想传统。 24p 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
是在这里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 25p 研究的价值不能以
是否促进行动来衡量，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
36p 在追求尚未确定而有发展前途的知识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冲动，而烦琐细微的定义不仅会
扼杀这种创造性智慧的火花，还会进而束缚人们的思想。 44p 在追溯起源时，我们容易讲祖先与原因
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 48p 多少似是而非的论点，其实
是以一整套奇怪的前提为依据是。 49p 倘若一直恪守陈规，就会无从改进，继而积习难改。 49p 对历
史的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对当前行为的困惑。 49p 人们耗费大量光阴设计某些新
技术，而后，又或多或少地自愿沦为这种新技术的囚徒。 52p 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
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53p 历史感的
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
助我们了解过去。 55p 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是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
得出片面的结论。 58p 只要观察者稍微扩展一下他的视野，就可能造成错觉。我们已知的绝大部分东
西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了解的。 61p 对历史的认识，是对人类活动轨迹的观察。所有稍微复杂一点
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因而，不可夸大“现时”的优越性。 63p “过去
”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但对过去的认识却在渐渐深化，这种认识时常变化，并日益完善。 71p 
无论如何努力地多才多艺，能力的局限性无法逾越。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
，舍此别无他途。 79p 容易轻信与过分多疑都不可取，也不能过分依赖以常识为标准的考证方法。
87p 错误的证据不仅激发人们去探求真的技能，而且可以进一步成为改进考据分析方法的新起点。 92p
篡改往往出于私利，润饰则是为了点缀。以错误的审美观矫饰古代，其恶劣后果对舆论也未必无足轻
重。 96p 目击者往往不能察觉事件的直接因素，后人就更无从了解了。 98p 失真的东西具有反常的魅
力，而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信息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力。于是乎，错误的说法也就成了一面反
映集体意识的镜子。 99p 谣言一般不会首先来自前线。而弄虚作假、谎言惑众之事盛行不衰。 109p 链
条可能断裂，文明也可能消亡。 119p 如果确实存在公正无私这个命题。那完全是由这个词的模棱两可
造成的。 120p 若不接受一套与实证科学无关的价值规范，人们就既不能定罪也不能赦免。某人杀死某
人是可以证明的，但只有假定杀人者罪有应得，才能对杀人犯严加惩罚。然而，这一观点并未为所有
的文明社会接受。 121p 要窥见他人的思想，自我就应当让位；而要说出我们的态度，只要保持自我就
行了。说到底，褒贬比研究简单，赞同比揭示容易。 121p 如果评判只是为了合乎解释，那么评判尽可
忽略，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
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白分明的画面。 122p 科学越是进步，人们就越是能自觉地抛弃以
人为本位的善恶观。 122p 人是史学的对象，人天生就有追求意识的目的。 123p “理解”一词既包含
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
不断进行的交往。 125p 忽视合理组织材料的重要性，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等于否定时间和空间。
131p 唯有经过分析才能重新组合，更确切地说，重组是分析的继续和最终的完善。 132p 如果人们希
望有所发现，就要经过系统的选择，这以后，不仅对问题的陈述会更具体，而且也能更清晰地显示事
实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变化。 133p 分析首先需要适当地语言作为工具，这种语言能简明地表述事实的
概要，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弹性，以便在进一步有所发现时仍能调整适应。 142p 一个词的价值在于它的
用途。而不在于它的来源，不同的词源和词义上的转化并未给人们带来不便。 152p 最精确的测定未必
是最小的时间单位，而是最能反映事件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要去崇拜虚假的精确偶像。 155p “一代
”仅仅代表一个相对较短的的时期，长时期才能称为“文明”。同一代人并不总是同一阶级，影响青
年工人社会力量对青年农民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162p 只要承认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真正的努力，在思想情感有所反映的地方努力发现它的原因。 

Page 7



《历史学家的技艺》

章节试读

1、《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55页

        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有些人主要研究当代事
务，有些人则主要专攻石器时代或埃及学，我们仅仅想提醒二者，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
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
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

2、《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120页

        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有所联系之时
，才有存在的理由。在日常生活中，行为准则的要求迫使我们应用这些相当简明的标签，而当无须受
行为准则束缚时，当公认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截然相反之时，这标签就会使我们难堪了。我们对自己
、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将个人、一个党派或
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
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起伏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
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
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衣，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
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嘛。
如果评判只是为了合乎解释，那么，读者尽可略过这些评判，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
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白分明的
画面。

3、《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162页

        错误在于把假设变成了先入之见。它需要证实，我们没有理由出自偏见断定那是行不通的。一旦
提出证明，就必须深入挖掘，分析原因，分析各种可以想象的心理态势，从中找出曾经左右整个集团
的特殊原因。只要承认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真正的努力，在思想
情感有所反映的地方努力发现它的原因。总而言之，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
⋯

4、《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123页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
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
人感到亲切。甚至在诉讼时，人们也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任
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如外国人，如政敌，几乎毫无疑问是恶人。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
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只要历史学能抛弃它那假天使的
架子，就能避免上述弱点。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
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

5、《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126页

        例如，有所谓“法律史”，教科书这一死板的工具已使这个术语大众化，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一条法令就是一种具有明显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政府颁布法令，并没有一整套强制性的惩罚机构，
迫使人们遵守法令。事实上，这样的戒律可以约束各种各样的行为，但它们绝不是控制行为的唯一手
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要受到道德、职业和时尚的左右，而它们的要求与法律不同，何
况，法律的界限经常波动，而社会公认的准则即使因载入法律而显得更为明晰有力，也不会因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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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质。从严格意义来说，法律仅仅是现实形式上的表象，而现实本身是错综复杂的，难以为单一的
研究提供有效的题材，而且，法律也没有穷尽全部现实。以家庭为例，无论是当代盛行的核心家庭，
还是以感情和利益为纽带的中世纪大家族，要真正了解家庭生活，难道只要逐条列举家庭法规就足以
说明问题了么？某些人以为的确如此，然而，这样一来，就是对当今的法国家庭，我们也无法搞清其
内在变化，这正是说明那些人真是太傻了。
不过，在法律观念中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在许多社会总有一部分以此为专
业的人，他们制定和实施法律，自然会把法律作用与社会功能联系起来，他们自有其传统，并经常运
用其特殊的推理方法。总之，除非作为法官史，法律史难以鼓励地存在。人的科学中有这样一门分支
也不是坏事，世间万象错综复杂，但无不从属于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说，法律史毕竟投射出一线
微光，光的亮度虽然有限，却也颇能说明问题了。

6、《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86页

        史学家并不是粗暴的检察官，有些小册子往往把他们描绘成铁面无私的形象。要知道，史学家并
没有变得轻信自大，他知道自己的论证也可能不对或曲解，但其主要的兴趣还是搞清史料，让史料说
明问题，而无须更改其主要原则。考证的方法自有其长处，它成功地引导历史研究走向更远大的目标
。

7、《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42页

        巴雷斯对那个背弃信仰的教士忏悔：“你鼓吹的那一套我不懂”，“几位学究有关希伯来语的论
述和我的感情又有什么相干？教堂的气氛就足够了。”。用莫拉斯的话来说，“四个下贱犹太人的《
福音书》和我有什么关系？”

8、《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127页

        不要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标上任何虚假的几何平行线。从我的窗台看出去，物理学家可以
解释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化学家可以分析小溪流水的成分，植物学家观察草木的成长，每一个学者都
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题，而不愿关心整体的景象。他们把再现整体景色的任务留给了艺术，或许只有画
家或诗人才愿意干这件事。

9、《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27页

        
一般来说，贬低历史学的人似乎失之武断，他们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忘了问问
自己，到底在谈论什么东西。他们为自己所描绘的历史研究的形象，并不是以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为
依据的，这种形象更适合论坛而不是书斋。首先，历史研究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因此，他们的所作
所为不过是在浪费精力，类似于用魔法去驱逐魅影。我们的做法应当完全不同。我们试图在此评估的
，是那些在研究中实际应用的具体而微的方法，评估它们的价值和确定性。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和那
些成天与史料打交道的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是同一类型的。总之，我们在阐述史学家为什么以及怎样
来从事历史研究，至于是否值得干这一行，就得由读者决定了。

10、《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32页

        每一门科学本身，仅代表了知识海洋的一点一滴。我在前面举例说明，无论你从事什么专业，为
了了解和正确评价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须看到它们与其他领域同时代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方法
论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从事研究者被称为哲学家，我可不敢觊觎这一头衔。笔者才疏学浅，这本小册
子难免有行文不当和一己之见的地方。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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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
。

11、《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11页

        
“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不是魏征说的，是魏收。

12、《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笔记-第85页

        除非是自由的想象，史学家必须言之有据，正是出于实事求是的信念，他们才简要地注明资料的
来源，以备查阅；尽管人们对阐明真相并不抱有敌意，但由于教条和神话的恶劣影响，当前的舆论很
不重视考核事实。我们只要不因卖弄学问而败坏历史考据的声名，就总有一天会说服人们，把是否欢
迎商榷作为尺度，用来衡量一门学科的价值，理性的力量终将取得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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