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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首学术随笔》

内容概要

该书为“皓首学术随笔丛书”之“戴逸卷”。包括作者在已发表过的学术随笔中精选的与新增的学术
随笔共7卷67篇。内容有学术观点的一得之见、学术著作的序跋评论、学术会议的学术性即席发言、生
活习俗的学术小考订、学术鉴赏等。选文具有一定的学术内涵，能达到传播治学经验与心得，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普及与推进学术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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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逸，1926年出生，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1946年上海交通大学肄业，转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1982年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生师导。1988年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89年兼任中国人民大
学图书馆馆长，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尤以熟谙清史著称于世。当今贯通清前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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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首学术随笔》

章节摘录

　　历史学家的过去和现在　　历史科学是基础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中的
各种生活现象的总和，这些现象是历史的、能动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既是有意识、有激情、并追
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然而，人的历史活动又被已经形成了的环境和条件所制约，只有顺应历史的
趋势，他们的活动才能取得接近于预期的结果。在历史的过程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
、必然的和偶然的、规律的和随机的，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历史科学
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因为客观世界，无限丰富，并不断发展。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追溯
各自的起源和由来，各有其专门的历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每
个时代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又各有具体的历史规律和特殊的内容，因而有各种断代史、地区史、国
别史、民族史。历史科学包含各种专门史和通史，涵盖面宽广，内容丰富多样，无所不包。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在中国，历史
学又是时间悠久，积累丰厚的传统学科。我国有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完整的文字历史记载；有浩瀚的体
裁多样的历史典籍；有包括各民族文字的文献碑版、丰富的档案史料、珍贵的文物遗存；有像左丘明
、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那样杰出的历史学家，直至近代开创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人。过去几千年的史学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弥足
珍贵的部分，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生活、战斗和前进的里程，总结了先辈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
，反映了祖国伟大光辉的文明成果。　　历史科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
给人们以智慧、力量和信心。为了认识社会，认识前途，认识人类自我，必须借助过去，观察它在一
个较长时段中存在和发展的形式，进行历史的反思。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的，把过去当做不值一瞥
的瘠野荒漠，而过分局限于眼前事件，往往会被一连串眼花缭乱的短暂变化弄得头晕目眩，而无法把
握住社会运动的本质和未来。历史科学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在过去至现在的长
期发展中，观察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因此，历史科学研究的
对象虽然是过去，它只为过去提供较为客观、较为正确的图像，但它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过去。现在
和未来，都是过去的继续延伸，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现实的一切，或剧和，或挫折，或胜利，
或困难，无不萌生于过去，无不和过去结有不解之缘。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解释，正是为了更好
地理解现在和未来。人们所以重视历史科学，也因为他们带着现实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于历
史，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人生
活在现实之中，每个人在观察和研究过去的时候，总不免带着现在的思想感情和认识方法，人们经常
会用现在生活中的要求和兴趣去研究过去的历史。过去历史中和现在密切相关的史实和史料，总会首
先凸现在历史学家的眼前，引起历史学家的优先关注，这一点并不妨碍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性。各个
时代的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课题和进行分析思考的时候，大多会选择那些与当前现实较有关系的问题
，并站在当代达到的科学水平上去开展研究。历史学家越是关心现在，理解现在，就越能够深入地反
思历史。现在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形态，以便去理解历史上尚未成熟的发展形态。
如果人们对现在的事件漠不关心、失去兴趣，又怎能深入理解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呢?现在生活中的
感受有助于历史学家去体验各样的历史生活，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对人体的解剖有助于理解类人猿
的骨骼体态。　　当前，中国历史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正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奔驰，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历史学家有责任
，在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在建设今天新生活的时候，反思过去，回顾国家
和民族已经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这对人们是大有裨益的。改革和开放，需要人们更加了解我国
的国情和传统，更多知道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也需要更加抓紧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与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的思想教育。历史科学在现实中是大有作为的。它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育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精神，陶冶人们的性格、情操，增加基本知识，帮助人们认识国情，了解自己的过去，廓清迷
雾，以把握现在、面向未来。历史科学之树是常青的，它将为我们开辟新生活作出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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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错字也忒多了。最为中华书局出的书尤其是在社科领域，一向是看书人所关注的且看书时是优
先选择的，没想到看了这么一套书之后发现里面错字甚多，虽然称不上是错字满篇，比比皆是，但是
对于这样的一个在中国社科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出版社而言，毕竟人们的期望值就高一点，希望它达到
人们理想之中的愿望吧。2。还有就是这么多的错字怎么对待得起，写这些作品的老先生们。想想他
们秉烛夜游，在昏暗的灯光写“爬格子”，中华书局竟然把老先生们放放心心的=交给他们的文字成
果，付与你们排版，出印，这也太煞风景了吧。2。就戴逸卷而言，我看了前面几篇之后就感觉到怎
么满是阶级划分法，现在是什么社会了。怎么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所称谓发展的观点 啊。所谓老前辈
是正统官方科班出身，但是不要忘记了，这种思想这种想法，在传统学术范围内，吃不开，到没有什
么要紧的，关键是在人民群众之中也米有市场，那可就麻烦了。3。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要说的是很
多学者都从那种特殊社会下释放自己出来，即使是像那些曾经，苟延残吹之徒，都做到了学问由意识
形态转型了“纯学问”，为什么有些人还是转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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