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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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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

内容概要

《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内容简介：历史学家是在重建真相，还是在讲述故事？从古希腊历史学家
的奇闻逸事到现代历史学家的各种研究方法，《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向我们阐述了我们与历史的
关系，以及“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如何演变的。通过一系列史例，作者阿诺德为我们揭示了研究历
史和理解历史的方法。我们读完后定会无比兴奋，因为我们不仅能从中发掘过去，还能发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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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Page 4



《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

书籍目录

前言和致谢
１　关于谋杀和历史的问题
２　从海豚之尾到政治之塔
３　“事实是怎样的”：真相、档案和对旧事物的热爱
４　声音与沉默
５　千里之行
６　杀猫；或，过去是异邦吗？
７　说出真相
索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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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不仅把兰克当作我们的起点，而且把他当作我们的目标。有充
分的理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对兰克“现代历史编纂之父”的资格提出质疑。也有充分的理由
（如我即将论述的那样）想要逃避他仍然具有的某些父亲般的影响。可是，兰克——一位回忆和重新
想象着自己显赫一生的老人，始终追求有证据支持的真相——成了一个有用的界标。他对“客观”历
史的信仰，使他与我们在上一章遇到的作者们相比，无疑显得更加“现代”。为了实现这篇简短叙述
的目标，我们将把兰克作为现代历史编纂的开端，并在以下的主题章节中阐明兰克之后的历史思想。 
接下来，本章将要叙述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历史编纂的某些发展。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我们将遇到
许多也许不会把自己看作“历史学家”的学者，但他们仍为我们今天所称的“历史”贡献了特定的要
素。所以，为了简化任务，让我们采用某些特定主题作为堆石界标来指引我们的路线：真相的问题，
如何利用历史文献的问题，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区别”问题。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
探讨其中的每一个主题。至于现在，它们将为我们的路线做上标记。 上一章的结尾处提到，“历史”
在16世纪遭到了怀疑主义者（“皮浪主义者”）的围攻，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准确的和无用的。他们所
谴责的“历史”大部分是运用了修辞技巧的历史，这种历史由文学创作的古典准则所引导，由既要提
供精练的叙述，又要从过去的政治事件中提出惩戒性“教训”的双重期望所驱动。让·博丹为历史所
做的辩护是哲学性的和理论性的。但还有另一些历史的捍卫者采用了很不相同的路线，他们的方法和
目标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兰克对文献准确性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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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

编辑推荐

《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作序推荐。《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以英汉双语形式呈现，方便对照阅读。《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中附有英汉对照索引，方便随时查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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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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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

精彩短评

1、真的就像书名一样，只是作者对自己的历史治学观念的一个介绍罢了。但是，行文挺流畅，章节
的衔接也很不错，引用的历史典故虽然不太熟悉，却介绍的重点突出易于理解，但就一本小册子（估
计也就是一篇论文的长度）就能写成这样，已经比国内很多“学术”论文的质量要高出不知多少了。
2、关于“为什么研究历史”的结论并不新奇，精彩处在于作者通过一系列史例分析，展示从古至今
的历史学家是怎么干活的，同时历史的范畴和意义也在发生着变化。（2015.3.4）
被历史哲学魅惑之后最近重读了这本小书，清心朗目，更加感到高品质通识写作的可贵。（2016.11.16
）
3、值得一读再读
4、本来想只给三颗星，但那或许确实有些太过苛刻了，毕竟这本书写得相当有趣，读来偶有收获，
且要将“历史学”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放在这样篇幅的小册子里无疑有些强人所难，况且作者在写作
时的真诚态度无需质疑。不过令人不安的是，两千年来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这里几乎被视作是史学家
们致力于挣脱修昔底德传统的曲折过程（作者宽慰地表示，这一过程终于在近三十年取得了决定性和
突破性的进展），而任何想从历史中获得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努力则被轻而易举地贬抑为徒劳，这未
免有些轻率。在去政治史学化的同时，现代历史学是不是也流露出某种走向琐碎化的倾向呢？当人们
在对宏大叙事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又是不是也在试图掩盖自己无力直面宏大叙事时的迷茫呢？
5、历史方法论
6、“但这也是真的：故事能够拯救我们。”
7、没大看懂  但知道历史是什么
8、赞同
9、实在太好看了，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事例说明得如此清楚。
10、原文比译文好看太多~~由具体例子引入对历史学基本方法、理论的讨论，通俗易懂非常有趣（顺
带学习英语写作的文笔）~~
11、灾难性的翻译，但书的内容还是值得用心揣摩的。
12、印刷不错，中英文的，学习英语用也不错
13、有趣，有用
14、读这本书的时候差不多是状态不太好的阶段，不太有什么很深的感受，会找时间重读
15、以一本好书结束2016年的阅读。探索历史的意义及与其他社会学科的结合，兼论艺术与科学的区
别
16、翻译的很不好，自动翻译软件都不见的会翻译的更差好在有英文版
17、学习了~
18、不能说无用，但读来并不精彩，或是翻译的问题？前言里“doing history”翻成“干历史”⋯⋯怪
不得弄个中英对照。第一本牛津通识啊，以后都要慎入了。
19、一年之前还看不懂，现在再看，稍微懂了一点
20、这套牛津通史读本读过10多本吧，这本能算得上前四
21、[档案必须被烧毁（象征意义上），历史才能得以发生。][如果追求一种唯一的、整体的真相， 我
们就会使另一些可能的声音即不同的历史限于沉默。][造访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造访一个异邦：他
们做着某些相同的事情和某些不同的事情，但他们首先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称为“家乡”的地方。]
22、里面的内容深入浅出，很有启发性。
23、除了非常好看，竟然想不到其他的词来。用简短的一本小书将历史学的脉络穿起来，这才真的见
功力啊
24、这本书读过不见了...
25、一本介绍历史的历史之书~有点儿晦涩~不过提出的问题是极好的~书后面关于为什么读历史的解
答也让人眼前一亮
26、最后一章颇有见地。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
27、历史，真实的故事。
28、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已经看了2本，《历史之源》是第二本。... 阅读更多
29、比推理小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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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

30、But it's truth,stories can save us.
31、历史学不能预测未来，用于回顾过去以审视现在，将历史作为某种思考方式，借以思考自我，思
考自己未来的行为。
历史允许我们提出异议，允许我们指出存在许多行为过程 许多存在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拒绝服从的工
具。
32、  小小一本书，读得很慢，但我太喜欢这种治史的态度了...。
33、不得不惊叹于学者缜密的思维和强大的探索欲，并且可以无比耐心的去研究，这样的思维，不仅
是历史，经济，心理，各个方面同样试用，也许这就是知识的魅力吧
34、序言写得简直多余，根本就是在给自己打广告吧。
35、开头不太吸引人，越到后边越好
36、2017年09:是历史，也是故事。
37、历史其实就是历史学家们编纂的故事，信不信由你。
38、其实还蛮符合(文淆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的思路的
39、其实看得我老走神。我果然感兴趣的只是1840年前的中国历史部分
40、他们没有什么重要的故事要讲，只有强烈的热爱要表达。
41、适合携带，而且难度不高，中英文对照，翻译水平介于好与不好之间，有译者的个人发挥在内。
42、看过最好的历史方法理论，没有之一
43、  在一本小册子里覆盖了许多内容，作为导论值得看一看
44、入门作品，不怎么好读。
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代。
历史学的发展脉络，从一开始的各种假，到后面追求真实客观。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兰克（现代历史编纂）
历史不是由于某个人的因素，而是要结合社会经济等各种背景
历史的无意性
历史是动态的辩论，要思考。
45、书对历史作为真实的故事，在想象与叙述，历史与现在，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整体历史与分类
专业史，时间的起点终点与延续性，历史的意义与意义的局限诸多关系之间讨论迷人的张力，是本很
好的入门历史理论书。
46、从具体案例出发以小见大，是简要而有趣的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简介。有个别错译（比如“左翼
”的里根政府the right-wing Reagan administration），如果是中英文奇偶数页对照就更好了⋯⋯
47、扫过的，读完不怎么懂，讲了什么。比较深奥，作者带我们在远处看了一眼历史学的全貌
48、历史是真相还是故事？我觉得，真相不止一种，世界就是故事
49、简短精到地回答了以下问题：历史究竟指的是什么？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是怎样编纂历史的？如
何分析文献和材料？历史和其他学科有什么联系？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推荐给喜欢历史的童鞋。
50、通俗晓畅。
51、很棒的小书，尤其喜欢从城市议会记事簿的一条记录开始，按图索骥推出乔治·伯德特曲折一生
的故事——历史学家是如何像侦探和律师一样工作的
52、还是有读西方著作的那种感受，看完之后有所共鸣，却感触不多。
53、我在路上读的这本书，原本为了不丢下英语，碰到不会的词还可以求助于中文（翻译很准确），
小故事排遣拥堵，不必正襟危坐，可随时随地进入自己的小视界。Arnold的短书微言大义，他关心的
与其说历史故事，还不如说是历史的可能性。故事和历史是两回事，历史是世界观，是方法，也在历
史中演迁。历史没有历史哲学，不过是庞杂末节的过往故事。... 阅读更多
54、文笔优美
55、这个系列满不错的。双语版。当学习英语用也很好。读完英文版后，犹豫着要不要翻一下中译版
⋯⋯
56、历史，这是读者；读者，这是历史。没有单一或绝对的历史，只有你我所理解和接受的历史。
57、#t# 作者是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每章从一个历史事件开始，挖掘、引申，探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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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有教益。 #kindle #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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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历史不可能完全重现过去。因此，问题是：1、历史应当挑选哪些过去的事件进行研究？2、被挑选
的事件是否有证据支撑，不需要主观的解释？3、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否准确？4、谁来挑选
事件？5、以何种标准挑选事件？或者说，哪些事件会被写进历史书中？6、谁阅读这些历史？7、我们
眼前的历史是可信的吗？如果不，则从历史中推演出来的规律或者原则是否缺乏基础？8、历史的作
用是什么？提供记忆？提供预测未来的工具？

Page 12



《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

章节试读

1、《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95页

        历史学家有一种沉重的责任：绝不要试图声称他（她）的叙述是讲述故事的唯一方式。但是读者
也有一种责任：不要因为它们并不完美而轻忽历史；而要把它们当作真实的故事去处理，它们只能是
这样。

2、《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3页

        ⋯⋯历史学家总是把事情弄“错”。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使之完全“正确”。每一种历史
记述都有缺漏、问题、矛盾和不确定之处。我们会弄“错”，还因为我们相互之间总是无法达成一致
；我们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弄“错”（虽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有时会依据解释事务的不同方式而形成
不同的群体）。不过，在把事情弄错的同时，历史学家总是试图使之“正确”。我们试图坚持那些被
我们自己视为是证据实际所说的内容，我们想要搜寻一切可用的资料，充分理解发生的事情，我们从
不虚构“事实”。

⋯⋯

历史首先是一种论辩。它是不同历史学家之间的论辩，也许还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论辩、实际发生之
事与即将发生之事之间的论辩。

3、《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99页

        有一种实质性区别将所有历史学家分成了两大群体：一些人相信过去的人们在本质上是和我们一
样的，另一些人则相信它们在本质上不同于我们。⋯⋯L.P.哈特利则提出过去是一个异邦，人们在那
里做着和我们不同的事情。

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19页

        ⋯⋯它是在问一个古老的问题：历史知识是主观的（依赖于观察者）还是客观的（独立于观察者
）？

5、《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69页

        没有“偏见”（它总可能出现），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所以“偏见”不是需要发现并加以根除
的东西，而是有待搜寻并加以利用的东西。

6、《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历史与资料

        资料也许具有复调的声音——可以指示方向，提出问题，引向更多的资料。但是它们缺乏意志：
当历史学家使之复活时，它们是有生命的。综合总是意味着让某些事物保持缄默。

7、《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39页

        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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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

他们所谴责的“历史”大部分运用了修辞技巧的历史，这种历史由文学创作的古典准则所引导，由既
要提供精炼的叙述，又要从过去的政治事件中提出惩戒性“教训”的双重期望所驱动。

8、《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27页

        研究历史必定意味着将自己带出当前的环境，探寻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不能不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自己的生活和环境。⋯⋯研究历史是为了研究我们自己，不是因为要从过去的世纪中折射出难以捉摸
的“人性”，而是因为历史使我们感到非常欣慰。造访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造访一个异邦：他们做
着某些相同的事情和某些不同的事情，但他们首先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称为“家乡”的地方。

当某些独断论者声称“这就是唯一的行为过程”或者“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时候，历史允许我们提
出异议，允许我们指出总是存在许多行为过程，许多存在方式。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拒绝服从的工具。

9、《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56页

        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在骨子里是知识上的势利眼。他们以更多或更少的谨慎调查过去，但首先
对过去作出判断。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没有达到他们的高度期望。如一位作家所说：“为了哀悼'美
好的旧时光'，人们不能知道它们是什么模样。”

10、《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45页

        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像一名律师那样：在相互冲突的记述之间进行取舍，力图建立事件发生的准确
顺序，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

11、《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真相何在

        如果追求一种唯一的整体的真相，我们就会使另一些可能的声音即不同的历史陷于沉默。主观的
历史学家（具有他们自己的成见、阶级利益和性别政治）试图将他们的事件版本作为唯一可能的版本
呈现出来。历史学家必须坚持资料允许做的事情，并接受它们所不允许的。他们不能创造新的记载，
或者压制与自己叙述不一致的证据。但正如我们所见，即使遵循这些规则也不能解决过去所留下的每
一个谜团，不能产生一个单一而简单的事件版本。如果我们能接受“真相”（truth）并不要求一个大
写的T，而且并不是外在于人类生活和行为而发生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在其偶然的复杂性的意义上
说出真相——或者是许多个真相。任何其他做法，都不仅辜负了我们自己，也辜负了过去的声音。

12、《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52页

        大卫·休谟写到：“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人是完全一样的 ，历史在这一点上没有说出任何新鲜
的或奇特的事情。它的主要用途不过是发现永恒而普遍的人性准则。”

13、《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7章  说出真相

        首先仅仅是乐趣。研究 过去时候  就像研究音乐、艺术、电影和天文学一样。我们有些人能从这些
事情中得到快乐：阅读古文献，凝视古画，发现某个与我们自己完全不一致的世界。我希望，就算没
有别的价值，有乐趣就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的价值。
将历史作为某种思考的工具。研究历史必定意味着将自己带出当前的环境，探寻一个不同的世界。这
不能不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活和环境。考察过去的人们如何不同的方式行事，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机会去思考我们如何行事、我们为何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对哪些事情想当然或一味相信。研究
历史是为了研究我们自己，不是因为要从过去的世纪中折射出难以捉摸的人性，而是因为历史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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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非常欣慰。造访过去就像造访某个异邦：他们做着某些相同的事情和某些不同的事情，但他们首
先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某些成为家乡的地方。
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我，推断我们人类作为个体是如何产生的，也是为了认识到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的
可能性。  历史是一种论辩，而论辩提供了变化的机会。当某些论断者声称：“这就是唯一的行为过
程”或者“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时候，历史允许我么提出异议，允许我们指出总是存在许多行为过
程、许多存在方式。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拒绝服从的工具。

1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33页

        有人提出撰写历史是一种自然的和必要的活动：历史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在这里
，历史服务于一个目的：给人们以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像记忆一样。但它是谁的记忆？有哪
些事情要记忆？

15、《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22页

        ⋯⋯确定一种记载优于另外一种的危险在于，它是为了把“历史”浇铸成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
这也是寻求一种“客观的”或“科学的”历史所遵循的逻辑——就其意欲实现的目标而言，它们都是
不可能的。这两者都说明了，主观的历史学家（具有他们自己的成见、阶级利益和性别政治）试图将
他们的事件版本作为唯一可能的版本呈现出来。然而，认为历史中存在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一观念仍
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这是省略了人的历史——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也不管现在它被用作何意，都要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选择、判断、行为和观念。给过去的真实贴
上“历史”的标签，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是独立于人的参与和作用而发生的。

不过，上述说法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放弃“真相”，仅仅专注于讲“故事”。历史学家必须坚持
做资料允许做的事情，并接受它们所不允许的。他们不能 创造新的记载，或者压制与自己的叙述不一
致的证据。但正如我们所见，即使遵循这些规则也不能解决过去所留下来的每一个谜团，不能产生一
个单一而简单的事件版本。如果我们能接受“真相（truth）”并不要求一个大写的T，而且并不是外
在于人类生活和行为而发生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在其偶然的复杂性的意义上说出真相——或者其实
是许多个真相。

16、《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93页

        综合总是意味着让某些事物保持缄默。

17、《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历史与权威

        写一部支持其信仰（而反对其他信仰）的历史，是一种获得权威的尝试。

18、《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2页

        这些选择不仅与运气或聪明有关，而且关系到是什么在吸引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沉醉在关
于世界如何运行，人们为何要做他们所做之事的种种兴趣、道德、伦理、哲学和观念之中。

19、《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65页

        历史学开始的途径之一是资料。另一途径是历史学家本身：他们的兴趣、观念、环境和经历。

20、《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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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帝国）衰亡史》最大的问题在于，吉本从未准确地告诉我们罗马为什么衰落，或者一种
文明的“衰落”究竟是什么。

21、《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时代划分

        将时间划分为时期，这无疑是有用的，也许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需要对它保持警惕。每一个
“60年代”的人都会在头发上戴花、服迷幻药、前往伍德斯托克吗？如果不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
种生活模式——这种心态——作为那个十年的“基本”形象呢？

22、《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8页

        历史学家无法讲述来自过去的每一个故事，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

所以“历史”（历史学家所讲的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不过是由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构成的，我
们决定为现代听众复述这些事情。

23、《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0页

        我们需要解释过去，而不仅仅是呈现过去。找出故事的更宏大的背景，就是为了不仅仅说出“发
生了什么”，而且要说出它意味着什么。

2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页

        章首故事9个人物里出现了3个重名的人。

25、《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85页

        否认政治领袖在行使权力，否认他们的决定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是很愚蠢的；但是忘记其
余的普通人民所做的反应和决定，是否同样愚蠢呢？

26、《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历史是什么

        为何要研究历史，历史何以重要？⋯第一，仅仅是“乐趣”。第二，将历史作为某种思考的工具
。第三，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我，推断我们人类作为个体是如何“产生”的，也是为了认识到以不同
方式行事的可能性。
在许多方面，历史始于问题也终于问题；也就是说，历史永远不会真正的结束，历史是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解释过去，而不仅仅是呈现过去。这里存在一中必要的张力：历史是“真实”的，因为它必
须与证据即历史涉及的事实相一致，否则它就必须表明为什么这些“事实”是错误的，需要修正。与
此同时，历史又是一个“故事”，因为将这些“事实”放到了更广阔的背景或叙事之中，它就是一种
解释。
挡过去重新进入现在，它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所在。思考“历史”，部分是要思考历史是为了什么—
—或为了谁......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希望说出自己当前时代的某些事情。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拒
绝服从的工具。

27、《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历史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需要了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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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要素
- 不同时期的历史编纂
- 如何分析文献和资料
- 历史与其他学科的互动
- 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读书笔记：

##历史的要素
- 「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历史编纂」可以表示书写历史的
过程，或者对这一过程的研究。
- 历史学家总要判定哪些事情是可以说或者应该说的。所以「历史」不过是由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事
情构成的，我们决定为现代听众复述这些事情。
- 我们需要解释过去，而不仅仅是呈现过去。找出故事的更宏大的背景，就是为了不仅仅说出「发生
了什么」，而且要说出它意味着什么。
- 在处理、呈现和解释证据的时候，历史也伴随着想象，它是一种论辩。
- 他们的说服方式不仅包括诉说「真相」——不虚构事实、不提交与事实相左的材料，而且包括创造
关于过去的有趣、连贯而有用的叙述。过去本身不是一段叙述。整体而言，过去就像生活一样无序、
混乱、复杂。历史就是要弄清这种混乱的意义所在，从旋涡中发现或创造模式、意义和故事。

##过去的历史编纂
-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利用证据将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叙述区别开来，但同时又相信命运之
轮决定因果关系。
- 基督教时代的历史写作：尤西比乌斯《教会史》、奥罗修斯《反世俗的历史》，权威性的历史，注
重历史的修辞规则。
- 马尔梅斯伯里的威廉的历史写作：搜寻资料和文献，和人们交谈以调查最近发生的时间，客观性和
没有偏见的记述。但他的历史部分表达了上帝是人类事件的终极影响和原因。
- 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思想要素的回归，漂亮的修辞应该仅限于伟大的事件和人物，带有夸张和偏见
。更偏向于讲故事而不是记叙史实。
- 让·博丹的《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怀疑过去的历史学家，再次着眼于「真实故事」。
- 在过去，人们撰写历史是由于他们自己时代的特定环境和需要。
- 修昔底德的「政治之塔」：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他任何事情无涉。

##历史走向「科学」
- 现代历史编纂的开端：近代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倡导文献研究和客观历史分
析，走出了将历史「科学化」的第一步，也确立了一种作为职业的历史。
- 新教和天主教都用历史来支持它们相互对立的对于权威性的诉求，他们都把文献作为证据的一个来
源。
- 对文献的使用和分析：文献学家洛伦佐·瓦拉从语言风格证明《康斯坦丁赠礼》是伪作。他把语言
和文化研究再次引入了历史。历史包含比政治事件更多的内容。
- 弗朗索瓦·博杜安：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像一名律师那样，在相互冲突的记述之间进行取舍，力图建
立事件发生的准确顺序，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
- 18世纪启蒙运动（宏大的哲学式历史）：历史学家不仅对统治精英感兴趣而且对地理、气候、经济
、社会结构和不同人们的性格感兴趣，历史需要和理性、自然和人类产生关联，而在叙事上往往富于
幻想。
- 休谟：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逻辑相似，需要寻求规律，那些能够揭示构成“人性”的那些基本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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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是专职历史学家最典型的范例，此书将西塞罗式的叙述风格、启蒙
哲学的探究方法，和古文物学的资料分析熔为一炉，凸显了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 德国启蒙运动后期：研究历史首先要非常详细地研究档案资料；其次是形成因果关系理论，将地理
位置、社会体系、经济力量、文化观念、技术进步的影响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融合起来。历史
正在从政治学和法学转向经济学和我们今天所称的社会学。
- 历史的大规模职业化：19世纪晚期，历史学家开始建立职业团体，创办学术刊物。几个影响：早期
的历史学家被缚于独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见中，专业历史学家与大众产生隔阂，学术利益影响了历史研
究的客观性，历史学家的研究越来越专门化。
- 面对一手文献资料：考虑选择哪些资料（和历史学家本人的兴趣倾向有关），考虑其真实性，考虑
其中带有的主观性，考虑其中隐藏的内容，以此为线索寻找其他资料。
- 资料不会说话，不会讲出一切。这既是历史的不可能性所在，也是其可能性所在：以完全真实为目
标的历史永远无法实现，因为无数的事情仍然无法得知；但正是这一问题使得过去成为一个研究领域
而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实。

##现代历史研究与历史的意义
- 马克思对历史的影响：社会和经济环境影响着人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及其周围世界进行思考
进而采取行动的方式。
- 历史学的研究进入更宽泛的领域：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史，开始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分析大众的
思想、情感和行为。人们开始追寻历史叙事背后的宏大结构
- 历史回馈给其他学科的启示：推动人们去思考事物为何以及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社会并非静态，而
是破碎和分裂的。
- 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模式，每个历史学家讲述的都只是事件的一部分，提供了各种观察角
度。这正是历史复杂性的迷人之处。
- 法国年鉴派：将历史研究从政治事件（实现了对修昔底德之塔的又一次逃离）转向经济、社会和文
化问题；试图探讨更加宽广的历史领域——他们称之为longue durée（长时段），寻找过去的深层趋
势。与此相关的是一种愿望，想要将气候变化、地理位置、长期经济变迁等知识纳入自己对历史原因
的理解之中。布罗代尔《地中海》。
- 不同时代的人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人们称之为「时代精神」（或zeitgeist），「文化意识」，特定时
代的mentalité（或「心态」）。这意味着两种认知实践：将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划分为不同的时期，
以其创造者从未采用过的方式来解读历史证据（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
- 历史的真相：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我们要的是以意义和理解为基础的真相，还是以呆板的事
实和平庸的「真实」为基础的真相？「事实」建立在意义、解释和判断的语境之上。
- 确定一种记载优于另外一种的危险在于，它是为了把「历史」浇铸成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也是
寻求一种「客观的」或「科学的」历史所遵循的逻辑——就其意欲实现的目标而言，它们都是不可能
的。放弃「真相」并不会导致绝对的相对主义。
- 为什么研究历史：历史提供例证，让我们借此思考自己未来的行为；历史提供了一种认同，正如记
忆之于个人一样；历史展现了人类状况的深刻而根本的洞见，审视过去可以发现自己生活的内在脉络
；探寻不同的世界，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我，认识到不同行事
方式的可能性；研究过去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发现与我们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带给我们快乐:D

「故事能够拯救我们。」

#阅读思考：
- 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相，所谓的真相被各种意义和解释包围。围绕一个历史事件应该多看几本从不同
角度进行描述的历史书，从而获得相对客观的图景。
- 从历史学家入手来阅读历史，会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 研究事物都要从大量资料着手，如何选择资料、如何鉴别资料、如何发现各种资料中隐含的线索，
都需要大量实践。每一个闪耀发现的背后都是无数单调的研究。
- 历史学也有想象的空间，读史的时候需要留意史学家如何从真实的资料出发，去构建自己的一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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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体系。
- 要明白社会的运转和人性的本质，读史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方式。

28、《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81页

        如最近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既是历史的不可能性所在，也是其可能性所在：以完全真
实为目标的历史永远无法实现（只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无数的事情仍然无法得知；但正是这
一问题容许——或者不如说要求——过去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实。⋯⋯历史以
资料为起点，但也以资料内部和资料之间的分歧为起点。

29、《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4页

        整体而言，过去就像生活一样无序、混乱、复杂。历史就是要弄清这种混乱的意义所在，从漩涡
中发现或创造模式、意义和故事

⋯⋯

思考“历史”，部分是要思考历史是为了什么——或为了谁。

30、《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79页

        历史学家不得不建立起这些小桥梁，但他（她）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是谁为了什么把它们放在那
里，或者忽略每座桥梁都需要付出一些费用：沿着一条令人满意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代价，就是也许会
阻塞其他可能的道路或使之无法通行。

⋯⋯

人们可以沿着这一脉络走下去，但最终必须足够坚决地做出一个选择、跟随一条道路、进行一种猜测
，以便继续前进。然而，每一种猜测都应该同样被记住。不停地做出太多假设，也许会让我们迷失。

31、《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03页

        将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显而易见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些划分是由人类
做出的，因而是武断的。生活于“中世界早期”的人们不会——不能——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对他
们来说，他们生活于“现在”，正如我们一样。

32、《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历史没有规律

        如果我们说的是过去为我们提供了吸取教训以供思考的机会，我会更加信服。回想人类过去所做
的事情——坏的和好的——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我们可以借此思考自己未来的行为，正如对小说、电
影和电视的研究一样。但是，想象过去事件所拥有的具体模式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和决定提供样板，就
是将一种无法实现的确定性希望投射到历史上去。
不要妄图找寻所谓的历史规律。
历史是一种论辩，而论辩提供了变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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