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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丈 龙 孙 绕 凤 池
`

— 谈 世 界 史 学 科 建 设

彭 树 智

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极为重要
。

没有科学的世界史观
,

很难进行根本上的世
.

界史学科 建设
。

这里所 说的世界史观
,

是系统的
、

涉及全局的世界史观点
,

如吴于魔先生提出

的由分散到整体
、

纵横交织以及游牧
、

农耕
、

工业世界的发展的观点
,

就是这样的世界史观
。

在老一辈史学家中间
,

吴于虞先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

就是他注重于理论问题的思考
。

他

还有一个长处
,

就是有深厚 的经济学功底
。

9] s d 年我去云南大学时
,

在滇池风景 区踏石阶而

上
,

一个学生告诉我说
,

吴先生 19 8 2 年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中就引用了山上的一幅名

联
: “

置身须 向极高处
,

举首还多在上人
” 。

我在这幅因风雨长期侵蚀而模糊不清的对联之前
,

停

立 良久
,

倾听学生转达吴先生的赋以新意的解释
: “

置身须向极高处
” ,

就是说科学研究首先要

站在理论的高度
,

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

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
,

只有这样
,

才能站得高
,

看

得远
,

高屋建骊
,

势如破竹
; “

举首还多在上人
” ,

就是要谦虚
,

在科学大道上要尊重前人
,

也要倾

听今人的不 同意见
。

我当时没有机会见到吴先生
,

但他重视理论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我和吴先生的面晤是 1 9 8 8 年在延边大学讨论国家教委重点项 目《世界史 》多卷本的编委

会上
。

吴先生在会上对他的世界史观作了概括 阐述
,

并对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史 》
、

周一 良

和他共 同主编的《世界通史 》的优缺点也作了具体分析
。

他从必世界通史 》出版后
,

一直在思考世

界史学科建设问题
,

已经写出了
,

而且还计划写 出一系列论文
,

来完善他的世界史观
。

对他这种

孜孜不倦的理论探索精神
,

以及他的治学与为人
,

我由衷感到尊敬和钦佩
。

吴先生的世界史观 由他一系列论文作了最明确的说明
。

尤其是 《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

农耕世界 》
、

《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
、

《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 》
、

《亚欧大陆

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 》
,

以 及 为
《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

外 国 历 史
》

卷 写 的 概 观 性 长 条 目 《 世 界 历 史 》等 论 文
,

集 中 阐 述 了 他 的 世 界 史 观

。

在 世 界 史 观 的 思 考 中

,

离

不 开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建 设

,

离 不 开 对 世 界 史 大 课 题 的 深 入 研 究

,

离 不 开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史 观 和 世

界 历 史 与 现 实 问 题 的 结 合

,

而 吴 先 生 正 是 在 这 方 面 为 世 界 史 的 学 科 建 设 开 拓 了 一 个 新 境 界

。

研 究 世 界 史

,

从 历 史 观 来 讲

,

最 重 要 的 是 整 体 的 观 点

。

这 是 因 为 世 界 史 学 科 是 一 个 以 人 类

社 会 整 体 为 研 究 对 象

,

反 映 世 界 发 展 全 貌 的 历 史 学 科

。

真 正 能 反 映 历 史 全 部 面 貌 的 应 该 是 世 界

通 史

,

而 通 史 总 是 社 会 史

,

包 括 人 类 社 会 的 物 质 与 精 神 生 活 两 个 方 面 和 宏 观

、

中 观

、

微 观 三 个 层

此 文 系 作 者 于 今 年
4 月 6 日至 8 日 为 庆 祝 吴 于 魔 先 生 八 十 华 诞 在 武 汉 大 学 当衬 于的

“

世 界 史 学 科 建 设 与 世 界 史 观 学 术

研 讨 会

”

上 的 发 言 稿

,

吴 先 生 突 然 逝 世 后

,

又 经 作 者 整 理 修 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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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反 映 历 史 基 本 的 社 会 生 产 活 动

、

生 活 活 动 和 组 织 活 动

。

世 界 史 是 一 个 整 体 发 展 的 形 态

,

从

理 论 上 至 少 包 括 三 个 基 本 观 点

:

第 一

,

从 世 界 历 史 全 局

、

而 不 是 片 面 地 以 某 地 区 为 中 心 来 观 察

世 界 历 史 的 全 局 观 点

;
第 二

,

以 纵 向 的 社 会 历 史 连 续 性 和 横 向 的 地 区

、

国 家

、

民 族 之 间 交 往 连 续

性 相 结 合 来 观 察 世 界 历 史 的 联 系 观 点

;
第 三

,

把 政 治 与 社 会

、

经 济

、

文 化

、

军 事

、

民 族

、

宗 教

、

科 学

技 术 诸 因 素 融 汇 于 一 炉

,

处 理 为 多 样 性 与 统 一 性 关 系 的 综 合 观 点

。

这 三 个 基 本 观 点 组 成 了 世 界

历 史 的 整 体 论

。

用 一 个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的 命 题 来 比 喻

,

就 是

“

和 而 不 同

” 。 “
和
”

即 矛 盾 的 一 致 性

,

.

“
不 同
”
即 矛 盾 的 特 殊 性

。

用 世 界 全 局 的 观 点

、

基 本 联 系 的 观 点

、

辩 证 综 合 的 观 点 来 观 察 世 界

,

把

世 界 历 史 看 成 由 分 散 走 向 整 体 的 历 史

,

又 是 多 样 性 统 一 的

、

由 低 级 到 高 级 的 发 展 史

。

吴 先 生 倡 导 的

“
眼 在 远 处

,

手 在 近 处

”
的 治 学 方 法

,

既 重 视 史 观

,

又 注 重 具 体 研 究

。

他 在 武 汉

大 学 组 建 的

“ 1 5
、

16 世纪世界史研 究室
” ,

就 是 把 他 的 世 界 史 观 与 具 体 历 史 研 究 结 合 起 来 的 一

个 组 织 措 施

,

也 是 他 关 于 世 界 史 学 科 建 设 中 队 伍 建 设 的 一 个 基 地

。

我 第 一 次 到 武 汉 大 学

,

对 宽

阔 的 校 园

,

古 雅 的 建 筑

,

美
丽 的 校 容

,

留 下 了 美 好 的 回 忆

。

但 对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武 大 的 校 风

,

是

对 人 的 培 养

,

是 吴 先 生 学 风 对 历 史 系 的 影 响

。

当 然

,

吴 先 生 的 学 术 影 响 决 不 限 于 武 大

,

人 们 习 惯

称 为

“

周 吴 本

”

的 《世 界 通 史 》
,

教 育 了 一 代 史 学 工 作 者

。

吴 先 生 的 世 界 史 观 也 被 越 来 越 多 的 史 学

工 作 者 所 接 受

。

世 界 史 的 发 展 阶 段 在 吴 先 生 及 其 他 老 一 辈 史 学 家 奠 基 的 基 地 上 就 要 开 始 了

。

在 这 里

,

我 想 起 了 清 人 郑 板 桥 的 咏 竹 诗

: “

新 竹 高 于 旧 竹 枝

,

全 凭 老 干 为 扶 持

,

明 年 再 有 新

生 者

,

十 丈 龙 孙 绕 凤 池

。 ”

我 在 最 近 出 版 的 《二 十 世 纪 中 东 史 》后 记 中 引 用 了 这 首 诗
。

我 喜 欢 这 首

诗

, ,

是 因 为 它 说 明 了 新 老 两 代 的 关 系

,

说 明 了 新 生 者 拥 有 未 来 的 道 理

。

这 里 的

“

龙 孙

”

是 指 竹

。

“

十 丈 龙 孙 绕 凤 池
”
形 容 新 生 竹 枝 的 茂 盛

。

郑 板 桥 还 有 一 首 诗

: “

只 道 霜 绮 秃 且 枯

,

萧 萧 落 叶 思 扶

冲

,

风 雷 时 想 潇 湘 急

,

抽 出 龙 孙 一 万 株

。 ”
他 总 是 爱 用 龙 孙 比 喻 新 生 者

,

在 咏 吟 之 中 对 新 一 代 充

满 着 希 望

。

现 在 正 是 晚 春 季 节

,

正 如 辛 弃 疾
《满 江 红 》中 所 说
“

春 正 好

,

见 龙 孙 穿 破

,

紫 苔 苍 壁

”

的

大 好 时 光

。

我 愿 借 此 机 会

,

再 谈 谈 世 界 史 学 科 队 伍 的 建 设

,

以 寄 厚 望 于 青 年 世 界 史 工 作 者
,o

回 顾 我 国 的 世 界 史 学 科
,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队 伍 建 设 是 学 科 建 设 中 的 基 本 建 设

。

现 在

世 界 史 队 伍 的 主 力 来 自 两 方 面

,

一 是 遍 及 全 国 高 校 的 教 学 和 科 研 人 员

,

一 是 国 家 和 各 省 市 的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人 员

。

队 伍 虽 无 精 确 统 计

,

但 可 说 是 一 支 相 当 大 的 队 伍

。

此 外

,

还 有 一 批 研 究 生 的

后 备 队 伍

。

目 前 有 一 些 社 会 因 素

,

使 队 伍 有 些 流 失 和 不 稳

,

然 而 大 多 数 人 仍 甘 于 清 苦

,

口
耕 笔 耘

子 世 界 史 领 域

。

我 举 一 个 例 子

,

尽 管 出 书 难 困 扰 着 学 术 界

,

但 还 是 出 了 不 少 书 籍

。

每 次 学 界 同

仁 相 见

,

叹 息 出 书 之 难 的 同 时

,

总 有 一 些 新 著 解 包 相 赠

,

使 我 们 圈 内 的 人

,

也 颇 生 欣 慰 之 情

。

队 伍 建 设 主 要 是 队 伍 本 身 素 质 的 培 养 和 提 高 问 题

。

在 这 方 面 我 认 为 要 加 强 五 个 方 面 的 功

底 的 训 练

。

我 把 它 称 之 为

“

治 史 五 功

” 。

第 一

,

理 论 功 底

。

恩 格 斯 说 过

: “
一 个 民 族 想 要 站 在 科 学 的 高 峰

,

就 一 刻 也 不 能 没 有 理 论 思

维

。. ”

对 于 一 个 民 族 是 如 此

,

对 于 治 史 者 更 是 如 此

。

因 为 历 史 学 本 身 作 为 一 门 科 学

,

如 果 轻 视 理

论 思 维

,

就 会 陷 入 不 正 确 的 思 维 的 泥 潭

,

而 不 正 确 的 患 维 如 一 旦 贯 彻 到 底

,

就 必 然 会 误 入 迷 津

而 不 返

。

这 样

,

历 史 学 将 不 成 为 科 学

。

机 械 唯 物 主 义 或 教 条 主 义

,

唯 心 主 义 或 神 秘 主 义

,

都 不 能

造 出 正 确 的 世 界 史 观

;
而 只 有 世 界 史 观 的 科 学 创 新

,

才 能 真 正 摆 脱

“

欧 洲 中 心 论
”
及 苏 联 史 学 中

的 一 些 弊 端

,

从 而 建 设 起 新 的 世 界 史 学 科 体 系

。

吴 先 生 的

“

整 体 史 学

”
正 是 这 种 正 确 的 思 维

。

第 二

,

知 识 功 底

。

这 是 治 史 的 基 础

。

不 少 老 一 辈 史 学 家

,

都 是 学 贯 中 西

、

兼 通 古 今 的 学 者

。

周 谷 城 先 生 不 但 著 有
《 世 界 通 史 》

,

还 著 有
《 中 国 通 史 》
。

周 一 良

、

吴 于 魔

、

齐 思 和

、

雷 海 宗 等 先 生

,

都 有 湛 深 的 国 学 功 底 和 中 国 史 的 学 术 成 就

。

作 为 一 个 中 国 的 世 界 史 学 工 作 者

,

必 须 熟 悉 中 国 的

文 化

。

这 是 因 为 世 界 史 作 为 一 门 历 史 学 的 分 支 学 科

,

不 是 一 门 中 国 的 域 外 史

,

而 是 包 括 中 国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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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知 之 甚 少

,

是 知 识 结 构 上 一 个 严 重 的 缺 憾

,

它 势 必 影 响 世

界 史 学 科 建 设

。

同 时

,

世 界 史 学 科 是 一 门 综 合 性 学 科

。

它 要 求 更 广 博 的 知 识 基 础

,

诸 如 政 治 学

、

经 济 学

、

宗 教

、

民 族

、

社 会 学

、

军 事 以 及 科 学 技 术 等 等 方 面 知 识

,

否 则 难 以 完 成 综 合 性 任 务

。

第 三

,
外 语 功 底

。

这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基 本 工 具 基 础

。

研 究 世 界 史

,

没 有 外 语 的 深 厚 功 底

,

是 无

法 步 入 科 学 殿 堂 之 门 的

。

当 然

,

外 语 对 世 界 史 研 究 者

,

只 是 科 学 研 究 的 工 具

,

而 不 是 对 某 门 外 语

的 专 门 研 究

。

在 这 方 面

,

先 应 当 掌 握 一 门 外 语

,

达 到 熟 练 程 度

,

然 后 再 修 第 二

、

第 三 外 语

。

一 些

青 年 同 志 有 求 多 不 求 精 的 倾 向

,

在 未 熟 练 掌 握 一 门 外 语 达 到 深 入 研 究 专 业 的 情 况 下

,

贪 多 求

快

,

这 是 不 可 取 的

。

最 理 想 的 情 况

,

是 以 熟 练 运 用 一 门 外 语 为 主

,

以 其 他 一

、

两 门 外 语 为 辅 的 外

语 结 构

。

当 然

,

个 别 有 语 言 天 赋 的 人

,

尽 可 以 发 挥 其 特 长

,

能 出 现 如 季 羡 林 先 生 这 样 的 语 言 大

家

,

应 该 是 中 国 史 坛 之 幸

。

作 为 世 界 史 研 究 者

,

应 当 注 重 用 外 语 写 作

,

以 便 把 我 们 的 研 究 成 果 及

时 准 确 地 传 播 到 世 界 学 术 界

,

让 世 界 了 解 我 们 史 学 的 新 进 展

。

第 四

,

古 汉 语 功 底

。

提 到 这 个 功 底

,

也 许 有 人 感 到 奇 怪

。

学 世 界 史 的 人

,

还 要 有 古 汉 语 的 功

底 吗 ? 其 实 只 要 把 世 界 史 的 探 索 目标 看 作 是 包 括 中 国 在 内的 各 国 历 史
,

这 个 问 题 就 可 理 解 了

。

世 界 史 学 者 要 研 究 中 国 史

,

中 国 的 世 界 史 学 者 更 应 加 倍 研 究 中 国 史

。

自 然

,

中 国 的 中 国 史 研 究

者 的 许 多 成 果

,

可 供 世 界 史 学 者 吸 取 综 合

,

但 这 决 不 能 代 替 世 界 史 学 者 对 中 国 史 的 研 究

。

作 为

中 国 的 世 界 史 学 者

,

是 从 世 界 史 的 角 度

,

是 从 世 界 史 学 科 所 担 负 的 任 务 来 研 究 中 国 史 的

。 ’

我 们

是 从 世 界 的 全
局
来 综 合 考

察
中 国 在 人 类 由 原 始

、

闭 塞

、

分 散 发 展 为 文 明

、

开 放 和 彼 此 密 切 联 系

而 形 成 世 界 历 史 进 程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没 有 古 汉 语 的 功 底

,

又 怎 样 阅 读

、

理 解 繁

浩 众 多 的 中 国 古 籍 资 料 呢
? 即 使 是 世 界 近 现 代 史 学 者

,

也 不 能 没 有 古 汉 语 的 功 底

,

否 则 就 很 难

读 懂 康 有 为

、

谭 嗣 同 的 著 作

,

更 不 用 说 章 太 炎 的 著 作 了

。

第 五

,

写 作 功 底

。

这 个 功 底

,

放 在 最 后

,

并 不 是 说 它 重 要 性 在 以 上 四 个 功 底 之 后

。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

写 作 功 底 对 世 界 史 工 作 者 是 第 一 重 要 的

。

我 们 的 成 果 见 之 于 社 会 在 于 发 表

,

在 于 出 版

,

而

这 一 切 有 赖 于 写 作

。

所 以

,

古 今 中 外 的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

无 一 忽 视 写 作

。

美 国 语 言 学 会 在 一 百 周

年 纪 念 时

,

提 出 了

“

学 习 通 过 写 作

”

的 命 题

,

并 且 说 对 于 自 然 科 学 也 是 适 用 的

。

我 国 学 者 在 培 养

研 究 生 时

,

大 都 强 调 各 种 形 式 的 练 笔 训 练

,

尤 其 重 视 对 学 位 论 文 的 修 改 推 敲

。

练 笔 无 疑 是 科 研

工 作 的 基 本 训 练

。

它 不 仅 仅 是 一 般 的 动 手 与 动 脑 训 练

,

而 且 是 思 维 逻 辑 表 达 的 训 练

,

又 是 酝 酿

论 点

、

消 化 史 料 和 形 成 成 果 的 训 练

。

对 于 青 年 史 学 工 作 者

,

还 应 有 两 点 特 别 重 要 的 科 研 意 识

:

一 是 要 确 定 自 己 科 研 工 作 的 生 长

点

,

即 有 一 系 列 开 拓 性 课 题 的 研 究 项 目

,

然 后 有 计 划 地 不 懈 攻 关

,

在 这 个 生 长 点 上 生 根

、

开 花

、

结 果

;
二 是 要 选 好 教 学 与 科 研 的 结 合 点

,

作 为 教 师

,

大 量 时 间 用 于 教 课

,

如 果 教 学 和 科 研 分 离

,

必 然 两 败 俱 伤

。

前 者 是 指 专 职 科 研 人 员

,

后 者 是 指 教 师

。

对 教 师 来 说

,

结 合 点 就 是 生 长 点

。

教

学 与 科 研 既 有 矛 盾 一 面

,

也 有 统 一 的 一 面

。

一 个 人 的 精 力 总 是 有 限 的

,

时 间 再 用 力 挤

,

也 不 会 增

加 很 多

,

教 学 的 课 程 是 一 套

,

而 科 研 又 是 一 套

,

必 然 是 矛 盾 的

。

但 是

,

如 果 在 所 教 课 程 内 选 好 科

研 课 题

,

如 课 程 中 的 重 点

、

难 点

、

空 白 点 问 题

,

一 年 研 究 两 三 个

,

持 之 以 恒

,

既 出 了 科 研 成 果

,

又

会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

所 以

,

教 学 与 科 研

,

如 车 之 两 轮

,

鸟 之 两 翼

,

两 相 结 合

,

相 得 益 彰

;
两 相 脱 离

,

两

.

败
俱

伤

。

如 果 我 们 有 一 大 批 在 教 学 战 线 上 这 样 的 队 伍

,

同 科 研 专 职 人 员 一 起 攻 关

,

我 们 世 界 史

队 伍 的 水 平 就 相 当 可 观 了

。 “

十 丈 龙 孙 绕 凤 池

”

的 兴 旺 景 象

,

就 会 随 之 出 现

。

(本 文资任 编辑 吴友 法 )

·

2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