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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和最新变化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其主题分
别为：后现代历史哲学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研究、社会史学的身份认同及其型式、历史人类学的理
论与方法、实践中的历史人类学——《蒙塔尤》、全球化与全球史学、跨文化研究的话语——关于历
史思维的讨论、心智史学、环境史学、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影视史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
历史理论、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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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英国学者辛西亚·海伊（Cynthia Hay）把历史人类学的特点概括为：“人类学式的历史学
所关心的是，如何让20世纪的读者理解过去社群的信仰与态度，这些信仰与态度正可透露出他们的社
会活动。这种取向反映出学术界发现了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之间的亲属关系；也显示他们认识到非西
方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可透过它们来验证其与欧洲近代早期文化态度之间所暴露出的相似性。”他除
了强调历史人类学研究人们的“信仰与态度”外，特别突出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在20世
纪70年代与80年代，已可大致看出人类学式的历史学。“‘人类学转向’是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即
使是在比较小的程度上，这种方法也一定会吸取人类学的理论以作为说明历史问题的资源。托马斯
（Thomas）的《宗教与巫术的消亡》即是这方面的名著。他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例证来进行类比与比
较，并在最后的分析中，以传统的史学记述说明了人们对巫术的信念是怎么丧失的。这种人类学取向
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人类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辩证用语，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
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的一种形式，且受到法国‘心态史’的强烈影
响。”“因此，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是从心态史发展的兴趣中引发出来的，它可说是把心态史大多数的
研究取向扩大移植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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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对世纪之交历史学的新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深入的阐述，是很好的专业书籍。
2、类似于专题式的写法，但是社科院痕迹太重，好多真真正正的史学理论专家没有参与其中。
3、能有个概观的了解。成于众手，良莠不齐。
4、兼具当代性与学术性，社科院出的，通识性也不错
5、所谓集体攻关之论文集，超越教材和一般述评框架，较好地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前沿，视野开阔，
文献丰富，虽然不乏疏失，梳理结论的思路也显老旧，仍不失为中低端学人迅速了解趋势并拓展阅读
的目前可用较好读物。对章二、七印象更深刻，主编写的章六倒是囿于简单复述且有低级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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