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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考(全9卷)》

内容概要

魏晋之际史学家谯周撰。原书二十五卷。约当宋元之际散佚。今有清人章宗源辑本一卷。
该书是作者为考订司马迁《史记》所载周秦以上史事之误而作，故名《古史考》。内容上主要是对《
史记》所记先秦人名、史事中出现的谬误作了一些必要的纠正与阐释。成书后，时人司马彪认为谯氏
的考订也“未尽善”。于是多据《汲冢纪年》里的记录，纠正了该书中已经存在的多达一百二十二条
“不当”的说法。但司马氏作的考订今亦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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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Page 3



《古史考(全9卷)》

精彩短评

1、吴锐，一个人对抗李学勤。学术斗争史。上大学时候，借图书馆的。等再看的时候，图书馆就不
让借了。
2、断代史，某些人该断头
3、吳銳的勇氣！
4、读过其中几卷，论文集，并非像楼上所说一直对抗李学勤，基本上都是按主题划分。
5、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6、去死吧
7、　　《古史考》全九卷　定价1008元，现售价800元（含邮挂费）。
　　　　
　　
　　
　　　　 该书为16开，1－9卷厚度基本一致，每卷平均580页、71万字。九卷共327.535印张，642.4万
字。吴锐等编/ 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古史考》九卷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
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
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
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
　　　　 第一至四卷：批胡适甲编、批胡适乙编、批胡适丙编、批胡适丁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第五卷：古典学批判
　　　　 以建国以来重大史学思潮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文化保守主义等问题。横排简
体。
　　　　 第六卷：帝系的偶像
　　　　 以古代族系及对近现代的影响（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为中心。横排简体。
　　　　 第七卷：道统的偶像
　　　　 以古代道统、正统问题为中心。横排简体。
　　　　 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神权、王权的分化为中心，涉及国家起源。横排简体。
　　　　 第九卷：民间论三代
　　　　 以夏商周三代年历、文明起源研究为中心。横排简体。
　　
　　
　　
　　
　　《古史考》九卷出版 
　　
　　本报讯 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古史考》九卷日前由海南出版
社出版。该书主编湖北民族学院教授彭振坤认为，中国古典学是中国文化的载体，通过对其进行批判
性的研究才谈得上批判性地继承，九卷本的《古史考》汇编了关于古典学的400余篇论文，合计600多
万字，比顾颉刚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陆续出版的七册《古史辨》还多出300万字。 （《人民日报》2003
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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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考(全9卷)》

　　
　　《古史考》九卷是专题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汇集
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
学术著作。 
　　
　　第一卷：批胡适甲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第二卷：批胡适乙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第三卷：批胡适丙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第四卷：批胡适丁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第五卷：古典学批判 
　　
　　以建国以来重大史学思潮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文化保守主义等问题。横排简体。 
　　
　　第六卷：帝系的偶像 
　　
　　以古代族系及对近现代的影响（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为中心。横排简体。 
　　
　　第七卷：道统的偶像 
　　
　　以古代道统、正统问题为中心。横排简体。 
　　
　　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神权、王权的分化为中心，涉及国家起源。横排简体。 
　　
　　第九卷：民间论三代 
　　
　　以夏商周三代年历、文明起源研究为中心。横排简体。  
　　　
　　
　　《古史考》全九卷  详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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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考(全9卷)》

　　《古史考》的特色是提倡批判性研究。列宁称赞马克思“凡人类思想所建树出的一切，他都重新
探讨过，批判过。”“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底价值全在于这个理论‘根本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
’。”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郭沫若将他研究诸子百家的专著取名《十批判书》，还提倡自我
批判，显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判精神。我们现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中国古典学作批
判性的研究、结账式的整理，此《古史考》之所以兴也。 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人们重新
发现了清代崔述的《考信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古史辨运动的引路人，胡适主张“疑而后信
，考而后信”，《古史辨》七册可以说是“疑而后信”的结晶，成为古史辨运动的标志性出版物，而
现在的《古史考》九卷，可以说是倡演“考而后信”。古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此亦《古史考》之所以兴也。 
　　
　　
　　最近出版的《古史考》九卷彻底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走出疑古”。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湖北民族学院专家编辑、2003年12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古史
考》九巨册，第五至九卷釜底抽薪地反驳了李学勤“走出疑古”，首次披露了他利用政治运动批死人
整活人起家的内幕，第九卷彻底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北京反响强烈。92岁的省部级革命家何幼琦
专著《西周编年史复原》第十章“假冒工程 不验而收”更是痛斥断代工程假冒伪劣，欺骗党中央。可
以说《古史考》在被捧上天的断代工程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先一颗钉。
　　
　　
　　
　　
　　
　　古典学的集大成之作　---序《古史考》 
　　
　　彭振坤
　　
　　（《中国文化报》2004年3月27日,第3版）
　　　
　　　 地处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湖北民族学院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最近奉献给读者
的《古史考》九卷，是湖北民族学院组织的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的成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古
典学的专题论文集。目前所收论文的起止时间为1949至2003年。文章入选的标准可分三类：（一）中
国上古史，以先秦两汉（尤其是先秦）问题为中心。（二）中国上古史的影响延续至后代者，如民族
、道统、宗教等问题。（三）对古典学不同的解释立场和方法，如胡适思想批判、文化保守主义等。
　　　　第一卷“批胡适甲编”、第二卷“批胡适乙编”、第三卷“批胡适丙编”、第四卷“批胡适
丁编”，汇集1949至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的史料。第五卷“古典学方法”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
史学思潮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等问题。第六卷“帝系的偶像”以古代族系及对近现代的
影响（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为中心，“帝系”即族系。第七卷“道统的偶像”以古代道
统、正统问题为中心，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提出打倒四个偶像
，其中两个是帝系、道统，《古史考》第六、七两卷就是按这一思想编选的。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神权、王权为中心，涉及国家起源。第九卷“民间论三代”，以夏商周三代的起止年代、文明起
源为中心。
　　　　古史者，民族之遗产，学术之公器，可以考，可以辨，可以走进，可以走出。东汉王充“疾
虚妄”，著《论衡》。蜀汉时期，谯周著《古史考》，多为道听途说，已佚。唐代刘知几著《史通》
，有“疑古”“惑经”等篇，已是开宗明义。宋代怀疑主义兴盛，苏辙为改写《史记》，著《古史》
六十卷，上起伏羲三皇，下至秦始皇，殊少创意。清代崔述著《考信录》，成为中国、日本怀疑主义
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华民国时期爆发的古史辨运动，以1926至1941年出版的《古史辨》一至七册
为标志，共汇编了350篇文章，合计325万字。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将它定义为“中华民国学
术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汇编’”。他在1943年有编辑八至十八册的计划，没有完成。他在1930年说
，《古史辨》本是辑录近人著作，正不须使它有系统。他曾设想，在《古史辨》之外，再作两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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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考(全9卷)》

一是《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后者是“提出若干较大问题，作为系统的研究”，当然是有
系统的。可惜这两种书都没有完成。
　　　　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编的《古史考》不可能同于前人。以民国时期的古史辨运动来说，它
之所以能形成一场运动，在于它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
，这一理论其实不能简单地用“疑古”二字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
国的考古发现突飞猛进，相当多的人盲目乐观，时值90年代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于是有
人因势利导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由于“疑古”的背后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作基础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技术操作上都不可能走出，因而也形不成“走出疑古运动”，《古史考》第五
、九两卷有多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现在的《古史考》还提不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可是众人
拾柴火焰高，我们现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席前人之成业，占时代之优势，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
，将来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也未必不可能。
　　　　本书的编辑，归功于海内外作者的大力支持。很多作者对这项工作“表示敬意”，有的作者
认为我们的工作保卫了史学的“纯洁性”，国内老前辈甚至以“继绝学”相勉，国外老前辈盼望我们
的书“盛大刊行”。在此特别感谢文坛名宿周汝昌、王煦华、袁大川等先生对本书出版所做的贡献。
学术的涓涓细流，需要继承，需要弘扬。帮助我们的人难以一一列举，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前，为把湖北民族学院建设成为中国古典学、民族学、民俗学基地，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这次推出的《古史考》，努力成为中国古典学的集大成之作，能否达到这样的高度，还希
望学术界批评指正。
　　　　 （作者彭振坤系湖北民族学院院长，土家族，全国人大代表） 
　　
　　
　　民族主义与爱国
　　
　　作者：王艾宇
　　
　　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下称“断代工程”）接受
了记者采访。他们的谈话对普及社会历史知识很有意义，使我深受教益。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
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对“断代工程”的反应，以肯定和赞扬者为多，同时也有质疑和贬低的意见。
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这种指责当然不对，是缺少公允的偏见，应当反对。对此，女
学者即席作了批驳，完全必要。但是女学者的有些说法我认为可以商榷。 
　　女学者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
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这里
记述的是女学者谈话的大意，但引号中的话我可以肯定是她的原话。对民族主义的这种笼统肯定，恐
怕与其作为理论概念的内涵不相符合。据潘小娟、张辰龙主编的《政治学新词典》，民族主义是随着
近代工业产生，在西方出现的一个理论体系，后经学者们不断阐述，其内容已很庞杂，但总的精神是
强调民族本位，有排它性，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就可见它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民族主义
的进步意义，只表现在一个民族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因为民族主义能产生强大凝聚力，可用以抵
制和反抗压迫。但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张扬民族主义就会是消极的，其所助长的就可能是
大民族主义的扩张性与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不利于创造和平环境。列宁将民族主义分为“压迫民
族的民族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包含着这样的认识。西方某些媒体指责“断代工程
”是“搞民族主义”，这顶飞来的帽子不符合实际，我们理所当然地敬谢不敏，将其奉还，不必作任
何意义的诠释。此外，对主持人提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这项工程？”女学者回答说：“是为
了爱国。”这答复很简洁，却有失偏颇，或者说不大中肯。用过去的说法，只讲了“务虚”的一面，
没讲“务实”的一面。科学工作是最实在的，结合我国国情，“务虚”当然有重要意义，但一个科研
项目的提出，恐怕还有具体“务实”的目标，而不单单取决于一种政治热情。况且科学研究总是为了
追求真知、真理。我是门外人，对此项“工程”的动因应该说没有发言权，只是以常识揣度，感觉它
的发轫，总体还应当说是为了搞清“夏商周”的真实历史年代，实现一个科学使命。 
　　民国初年，著名学者臧励和等人，定夏（自禹）纪元始自前2074年；解放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
，定夏纪元始自前2140年；此次公布的“夏商周纪年表”定夏纪元始自前2070年。三相比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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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夏纪元之始，较臧氏计年推后了4年，较翦氏计年推后了77年，总的说比“古人”计年都减少了，
而不是增加了。这些科学家没有为了争“历史悠久，文明辉煌”的虚荣而借“断代工程”把中国历史
拉长，这说明他们是非常具有务实求真之科学精神的。女学者说“他们都是当今中国一群最纯粹的科
学家”，这话我信，包括女学者在内，他们都是我深为尊敬的人。（《中国青年报》 2002年6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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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古史考》全九卷　定价1008元，现售价800元（含邮挂费）。　　　　 该书为16开，1－9卷厚度
基本一致，每卷平均580页、71万字。九卷共327.535印张，642.4万字。吴锐等编/ 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3.12 　　　　　　《古史考》九卷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
专题论文集，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
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
）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　　 第一至四卷：批胡适甲
编、批胡适乙编、批胡适丙编、批胡适丁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　　 第五卷：古典学批判　　 以建国以来重大史学思潮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文化
保守主义等问题。横排简体。　　 第六卷：帝系的偶像　　 以古代族系及对近现代的影响（如20世
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为中心。横排简体。　　 第七卷：道统的偶像　　 以古代道统、正统问题
为中心。横排简体。　　 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神权、王权的分化为中心，涉及国家起源。横
排简体。　　 第九卷：民间论三代　　 以夏商周三代年历、文明起源研究为中心。横排简体。《古
史考》九卷出版 本报讯 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古史考》九卷日
前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该书主编湖北民族学院教授彭振坤认为，中国古典学是中国文化的载体，通过
对其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才谈得上批判性地继承，九卷本的《古史考》汇编了关于古典学的400余篇论文
，合计600多万字，比顾颉刚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陆续出版的七册《古史辨》还多出300万字。 （《人
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 * ** * * * 《古史考》九卷是专题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湖
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
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 第一卷：批胡适甲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
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第二卷：批胡适乙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 第三卷：批胡适丙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第四卷：批胡适丁编 
汇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横排繁体。 第五卷：古典学批判 以建国以来重大史学思潮
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文化保守主义等问题。横排简体。 第六卷：帝系的偶像 以古代
族系及对近现代的影响（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为中心。横排简体。 第七卷：道统的偶像 
以古代道统、正统问题为中心。横排简体。 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神权、王权的分化为中心，涉及
国家起源。横排简体。 第九卷：民间论三代 以夏商周三代年历、文明起源研究为中心。横排简体。  
　《古史考》全九卷  详细目录　《古史考》的特色是提倡批判性研究。列宁称赞马克思“凡人类思
想所建树出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底价值全在于这个理论‘根
本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郭沫若将他研究诸子百家的专著取
名《十批判书》，还提倡自我批判，显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判精神。我们现在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对中国古典学作批判性的研究、结账式的整理，此《古史考》之所以兴也。 在20世纪初新
文化运动的激荡下，人们重新发现了清代崔述的《考信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古史辨运动的
引路人，胡适主张“疑而后信，考而后信”，《古史辨》七册可以说是“疑而后信”的结晶，成为古
史辨运动的标志性出版物，而现在的《古史考》九卷，可以说是倡演“考而后信”。古云“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亦《古史考》之所以兴也。 最近出版的《古史考》九卷彻底否定夏
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走出疑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湖北民族学院专家编辑、2003
年12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古史考》九巨册，第五至九卷釜底抽薪地反驳了李学勤“走出疑古”，
首次披露了他利用政治运动批死人整活人起家的内幕，第九卷彻底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北京反响
强烈。92岁的省部级革命家何幼琦专著《西周编年史复原》第十章“假冒工程 不验而收”更是痛斥断
代工程假冒伪劣，欺骗党中央。可以说《古史考》在被捧上天的断代工程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先一颗钉
。古典学的集大成之作　---序《古史考》 彭振坤（《中国文化报》2004年3月27日,第3版）　　 地处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湖北民族学院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最近奉献给读者的《古史考
》九卷，是湖北民族学院组织的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的成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古典学的专题
论文集。目前所收论文的起止时间为1949至2003年。文章入选的标准可分三类：（一）中国上古史，
以先秦两汉（尤其是先秦）问题为中心。（二）中国上古史的影响延续至后代者，如民族、道统、宗
教等问题。（三）对古典学不同的解释立场和方法，如胡适思想批判、文化保守主义等。　　第一卷
“批胡适甲编”、第二卷“批胡适乙编”、第三卷“批胡适丙编”、第四卷“批胡适丁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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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1949至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的史料。第五卷“古典学方法”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史学思潮为
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等问题。第六卷“帝系的偶像”以古代族系及对近现代的影响（如20
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为中心，“帝系”即族系。第七卷“道统的偶像”以古代道统、正统问
题为中心，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提出打倒四个偶像，其中两个
是帝系、道统，《古史考》第六、七两卷就是按这一思想编选的。第八卷“神守社稷守”，以神权、
王权为中心，涉及国家起源。第九卷“民间论三代”，以夏商周三代的起止年代、文明起源为中心。
　　古史者，民族之遗产，学术之公器，可以考，可以辨，可以走进，可以走出。东汉王充“疾虚妄
”，著《论衡》。蜀汉时期，谯周著《古史考》，多为道听途说，已佚。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有
“疑古”“惑经”等篇，已是开宗明义。宋代怀疑主义兴盛，苏辙为改写《史记》，著《古史》六十
卷，上起伏羲三皇，下至秦始皇，殊少创意。清代崔述著《考信录》，成为中国、日本怀疑主义史学
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华民国时期爆发的古史辨运动，以1926至1941年出版的《古史辨》一至七册为标
志，共汇编了350篇文章，合计325万字。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将它定义为“中华民国学术史
上的一部分的‘史料汇编’”。他在1943年有编辑八至十八册的计划，没有完成。他在1930年说，《
古史辨》本是辑录近人著作，正不须使它有系统。他曾设想，在《古史辨》之外，再作两种书，一是
《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后者是“提出若干较大问题，作为系统的研究”，当然是有系统
的。可惜这两种书都没有完成。　　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编的《古史考》不可能同于前人。以民国
时期的古史辨运动来说，它之所以能形成一场运动，在于它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这一理论其实不能简单地用“疑古”二字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发现突飞猛进，相当多的人盲目乐观，时值90年代的保守主义、
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于是有人因势利导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由于“疑古”的背后有一个
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作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技术操作上都不可能走出，因而也形不成“走出疑
古运动”，《古史考》第五、九两卷有多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现在的《古史考》还提不出一个具有
普遍意义的理论，可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现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席前人之成业，占时代之优势
，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将来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也未必不可能。　　本书的编辑，
归功于海内外作者的大力支持。很多作者对这项工作“表示敬意”，有的作者认为我们的工作保卫了
史学的“纯洁性”，国内老前辈甚至以“继绝学”相勉，国外老前辈盼望我们的书“盛大刊行”。在
此特别感谢文坛名宿周汝昌、王煦华、袁大川等先生对本书出版所做的贡献。学术的涓涓细流，需要
继承，需要弘扬。帮助我们的人难以一一列举，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前，为把湖北民族学
院建设成为中国古典学、民族学、民俗学基地，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次推出的《古史考
》，努力成为中国古典学的集大成之作，能否达到这样的高度，还希望学术界批评指正。　　 （作者
彭振坤系湖北民族学院院长，土家族，全国人大代表） 民族主义与爱国作者：王艾宇著名考古学家李
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下称“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他们的
谈话对普及社会历史知识很有意义，使我深受教益。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
体对“断代工程”的反应，以肯定和赞扬者为多，同时也有质疑和贬低的意见。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
“搞民族主义”，这种指责当然不对，是缺少公允的偏见，应当反对。对此，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
完全必要。但是女学者的有些说法我认为可以商榷。 女学者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
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
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这里记述的是女学者谈话的大意，但引号中的话我可以肯
定是她的原话。对民族主义的这种笼统肯定，恐怕与其作为理论概念的内涵不相符合。据潘小娟、张
辰龙主编的《政治学新词典》，民族主义是随着近代工业产生，在西方出现的一个理论体系，后经学
者们不断阐述，其内容已很庞杂，但总的精神是强调民族本位，有排它性，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这就可见它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民族主义的进步意义，只表现在一个民族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
候，因为民族主义能产生强大凝聚力，可用以抵制和反抗压迫。但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张
扬民族主义就会是消极的，其所助长的就可能是大民族主义的扩张性与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不利
于创造和平环境。列宁将民族主义分为“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包
含着这样的认识。西方某些媒体指责“断代工程”是“搞民族主义”，这顶飞来的帽子不符合实际，
我们理所当然地敬谢不敏，将其奉还，不必作任何意义的诠释。此外，对主持人提的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搞这项工程？”女学者回答说：“是为了爱国。”这答复很简洁，却有失偏颇，或者说不大
中肯。用过去的说法，只讲了“务虚”的一面，没讲“务实”的一面。科学工作是最实在的，结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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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情，“务虚”当然有重要意义，但一个科研项目的提出，恐怕还有具体“务实”的目标，而不单
单取决于一种政治热情。况且科学研究总是为了追求真知、真理。我是门外人，对此项“工程”的动
因应该说没有发言权，只是以常识揣度，感觉它的发轫，总体还应当说是为了搞清“夏商周”的真实
历史年代，实现一个科学使命。 民国初年，著名学者臧励和等人，定夏（自禹）纪元始自前2074年；
解放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定夏纪元始自前2140年；此次公布的“夏商周纪年表”定夏纪元始自
前2070年。三相比较，“工程”将夏纪元之始，较臧氏计年推后了4年，较翦氏计年推后了77年，总的
说比“古人”计年都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这些科学家没有为了争“历史悠久，文明辉煌”的虚荣
而借“断代工程”把中国历史拉长，这说明他们是非常具有务实求真之科学精神的。女学者说“他们
都是当今中国一群最纯粹的科学家”，这话我信，包括女学者在内，他们都是我深为尊敬的人。（《
中国青年报》 2002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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