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 9 93 年第 4 期

一次研讨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学术盛会

解 光 云

由武汉大学历史系
、

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
、

湖北省世界史学会联合主办的
“

世界史学科

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
” ,
于 1 9 9 3年 4 月 6 日至 8 日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

。

此次研讨会的

目的在于从世界史观的角度
,

探讨并进一步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
。

国内许多知名的世界史

专家
、

学者和新闻
、

出版单位的代表
,

围绕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这一中心议题
,

追

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

展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前景
,

高度评价吴于魔先生对我国世界

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

现综述如下
:

一
、

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认为
,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
( 1) 史前期或萌

芽时期 ( 1 9 4 9 年以前 )
,

( 2 )奠定基础时期 ( 19 d 9 年至今 )
,

( 3 )大发展时期 (今后 )
。

在史前期或萌芽时期
,

我国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学科
,

只有西洋史和东洋史
,

且

主要是西洋史
。

大多数学校开设的是西洋通史以及一些主要国家的国别史
,

如英国史
、

美国史
、

法国史等
,

只有少数学校 (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燕京大学等 )开设东洋史
。

似乎无一所学校开设

非洲区域史和拉丁美洲区域史
,

以及这些 区域的国别史
。

此外
,

.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

我国

无力购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

即使第二手的权威著作也购置甚微
。

在任何一个历史系中
,

外国

史课程的图书
,

远远少于中国史
。

这一时期我国外国史的成就
,

主要在于教学而非研究
,

而专教

外国史的教师也寥寥无几
。

总之
,

19 4 9 年以前的状况
,

恰似中国史是大国
,

中国古代史是超级大国
,

西洋史则是附庸
。

但是
,

先驱者的功绩不可抹煞
,

正是他们把外国历史引进中国
,

并培养了许多世界史学者
。

尤其

是他们所介绍的
,

都是那个时代西方史学的最新和最高水平的成就
,

从而使他们的继承者也能

在较高的起点上建设我国的世界史学科
。

可以断言
,

若 无 先 驱 者 的 努 力

,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在 第

二 个 时 期 的 建 立 是 难 以 想 象 的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世 界 史 学 科 在 我 国 逐 渐 建 立

。

因 学 习 苏 联

,

最 初 引 进 的 是 苏 联 学 者 的 世 界

史 成 果

,

实 质 上 是 学 习 他 们 如 何 运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去 分 析 世 界 历 史

。

各 大 学 也 纷 纷 开 设 世 界 通 史

(通 常 分 为 世 界 古 代 史
、

世 界 中 古 史

、

世 界 近 代 史 和 世 界 现 代 史
) 以及一 些 区域 史 和国别 史 的课

程
。

同 时 还 成 立 了 一 些 专 门 研 究 所

,

如 中 国 社 科 院 世 界 历 史 研 究 所

、

美 国 史 研 究 所

、

日 本 史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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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亚 研 究 所

、

苏 联 东 欧 研 究 所 等

。

一 些 大 学 也 成 立 专 门 的 世 界 历 史 研 究 所 或 研 究 室

,

如 武 汉

大 学 世 界 史 研 究 所 和 吴 于 魔 先 生 创 立 的
1 5
、

16 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等
。

少 数 大 学 历 史 系
(北京 大

学 历史 系和武 汉大 学 历史系等 )还将 世界 史专业 和 中国史专 业等量 齐观
。

这 一 时 期 的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发 展 中 的 主 要 缺 点

,

是 过 分 相 信 苏 联 学 者 的 论 述

,

以 致 在 移 植

苏 联 史 学 成 就 的 同 时

,

也 沿 袭 了 苏 联 史 学 中 所 带 有 的 不 容 忽 视 的 缺 陷

,

如 西 欧 中 心 论

、

严 格 的

五 阶 段 分 期 法 的 世 界 史 编 著 体 系 等

。

1 9 5 9 年
,

中 苏 关 系 破 裂

,

但 在 世 界 史 的 学 术 领 地

,

从 世 界

史 观 到 世 界 史 学 科 体 系

,

仍 未 完 全 摆 脱 苏 联 史 学 的 影 响

。

直 至
19 7 6 年 以后

,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才

走 上 独 立 研 究 和 健 康 发 展 的 道 路

。

19 7 6 年 至 今
,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不 论 在 广 度 上

,

还 是 在 深 度 上

,

都 取 得 了 重 大 进 展

。

从 广 度

上 看

,

出 版 了 一 系 列 区 域 史 和 国 别 史 专 著

,

如 拉 丁 美 洲 史

、

非 洲 史

、

东 南 亚 史

、

中 东 史 和 美 国

史

、

日 本 史

、

德 国 史

、

法 国 史

、

英 国 史

、

朝 鲜 史

、

菲 律 宾 史

、

波 兰 史

、

加 拿 大 史

、

埃 及 史 等

。

从 深 度 上

看

,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一 些 重 要 问 题 取 得 了 富 有 成 就 的 深 入 研 究

,

如 古 代 史 中 的 城 邦 制 度 和 奴 隶 制

度

;
中 古

、

近 代 之 交 的
1 5
、

16 世纪的历史
;
近 代 史 中 的 工 业 革 命 与 现 代 化

;
现 代 史 中 的 关 于 托 洛

茨 基 和 布 哈 林 的 研 究
,

以 及 二 战 前 史 的 研 究 等

。

总 之

,

第 二 个 时 期 的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发 展

,

已 为 第 三 个 时 期 的 大 发 展 奠 定 了 良 好 的 基

石

。.

从 总 体 上 说

,

这 一 时 期 的 发 展 水 平 并 不 高

,

但 在 某 些 方 面

,

如 吴 于 魔 先 生 所 研 究 的 世 界 通 史

和
15
、

16 世纪的历史
,

周 一 良 先 生 所 研 究 的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史

,

季 羡 林 先 生 所 研 究 的 中 印 文 化 交

流 史 等

,

其 研 究 水 平 皆 居 世 界 前 列

。

与 会 者 认 为

,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大 发 展 时 期 必 将 到 来

,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发 展 前 景 诚 如 吴 于 魔

先 生 所 展 望 的

: “
凡 属 前 景 中 的 事 物

,

大 都 是 已 经 隐 约 可 见 并 且 有 可 能 实 现 的 事 物

。

譬 如 初 春 季

节 打 开 窗 户

,

从 窗
口

遥 遥 看 到 绿 意 渐 浮 的 树 色

。

现 在 谈 我 国 研 究 世 界 史 这 门 学 科 的 前 景

,

其 依

稀 在 望 的 情 景 也 是 这 样

。 ”

二

、

世 界 史 观 与 世 界 史 学 科 建 设

世 界 史 观 的 涵 义 是 什 么
?武 汉 大 学 安 长 春 先 生 认 为

,

世 界 史 观 是 已 知 世 界 地 理 知 识 与 文 化

观 念 的 结 合 物

。

世 界 史 观 制 约 着 人 们 对 世 界 史 的 认 识 与 研 究 水 平

,

世 界 史 研 究 的 局 限 性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无 不 受 世 界 史 观 的 局 限 性 所 影 响

。

关 于 历 史 发 展 的 统 一 性 和 多 样 性 问 题

,

中 国 社 科 院 世 界 史 所 廖 学 盛 先 生 指 出

,

世 界 历 史 的

发 展 肯 定 有 其 统 一 性

,

但 并 非 每 个 地 区

、

每 个 民 族

、

每 个 国 家 的 历 史 发 展 都 有 统 一 的 规 律

。

苏 联

史 学 观 点 中 最 主 要 的 缺 点 之 一

,

即 在 强 调 历 史 发 展 统 一 性 的 时 候

,

对 于 历 史 发 展 的 多 样 性 注 意

得 很 不 够

,

而 在 涉 及 多 样 性 问 题 上

,

对 于 各 地 区

、

各 民 族

、

各 国 家 历 史 发 展 的 极 大 的

不
平 衡 性 注

意 得 很 不 够

,

关 于 世 界 历 史 的 纵 向 发 展 与 横 向 发 展 的 关 系

,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朱 寰 先 生 认 为

,

真 正 意 义 的 世

界 历 史

,

既 要 讲 纵 向 发 展

,

也 要 讲 横 向 发 展

,

落 脚 点 应 在 横 向 发 展 上

。

一 般 说 来

,

国 别 史 和 地 区

史 着 重 研 究 的 是 纵 向 发 展

,

尽 管 也 包 括 横 向 发 展

,

但 其 重 点 并 非 横 向 发 展

。

只 有 横 向 发 展

,

才 有

可 能 突 破 孤 立

、

分 散

、

闭 塞 的 状 态

,

才 有 可 能 形 成 真 正 意 义 的 世 界 史

,

才 能 使 世 界 逐 渐 成 为 统 一

的 整 体

。

如 果 我 们 仅 局 限 于 研 究 某 国 家

、

地 区

、

断 代 和 专 题 的 历 史

,

就 无 法 进 行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宏

观 研 究

。

北 京 大 学 马 克 尧 先 生 和 西 北 大 学 彭 树 智 先 生 就 整 体 史 观 的 问 题 各 自 发 表 了 看 法

。

马 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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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国 已 有 国 别 史

、

地 区 史

、

专 题 史 和 断 代 史 等

,

理 应 有 整 体 世 界 史

。

这 个 学 科

,

国 外 也

在 研 究

。

在 我 国

,

吴 于 魔 先 生 已 开 创 了 这 个 学 科

。

研 究 世 界 历 史 应 从 宏 观 着 眼

,

将 世 界 历 史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进 行 考 察

。

彭 树 智 先 生 认 为

,

整 体 史 观 是 三 位 一 体 的

,

其 一 为 全 局 的 观 点

,

即 从 全 局

看 世 界

,

兼 顾 历 史 发 展 的 纵 向 面 和 横 向 面

;
其 二 为 联 系 的 观 点

,

即 各 地 区

、

各 民 族

、

各 国 家 间 的

相 互 交 往

;
其 三 为 综 合 的 观 点

,

即 世 界 历 史 是 综 合 性 的 学 科

。

在 谈 到 世 界 史 观 和 世 界 史 编 纂 体 系 时

,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庞 卓 恒 先 生 指 出

,

长 期 以 来

,

我 国 的

世 界 史 观 和 世 界 史 编 纂 体 系 是 受 到 苏 联 科 学 院 主 编 的 多 卷 本
《世 界 通 史 》的 框 架 所 束 缚

。

这 种

框 架 是 与 五 种 生 产 方 式 为 主 线 的 社 会 发 展 史 分 期 和 世 界 史 分 期 的 框 架 有 关

,

把 唯 物 史 观 简 单

地 理 解 为 五 种 生 产 方 式 的 相 继 更 迭

,

即 一 般 发 展 道 路 的 历 史 哲 学

,

世 界 历 史 似 乎 象 具 有 某 种

“

生 物 钟

”
的 独 特 生 命 那 样 而 具 有 自 己 的

“

历 史 钟

” ,

全 人 类 似 乎 都 要 按 照 它 所 预 定 的 时 刻

,

依 次

甚 至 同 步 地 进 入 某 一 历 史 时 期

。

按 五 种 生 产 方 式 的 机 械 分 期 去 展 开 阐 述 体 系

,

难 以 清 楚 地 展 示

世 界 史 丰 富 多 彩 的 内 容

,

不 能 真 正 反 映 历 史 发 展 规 律 统 一 性 和 多 样 性 的 关 系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刘

家 和 先 生 认 为

,

中 国 学 者 研 究 世 界 历 史

,

不 能 没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

不 能 没 有 自
己 的 观 察

、

思 考 和 出

发 点

。

研 究 世 界 历 史

,

既 应 看 到 世 界 各 地 区

、

各 民 族

、

各 国 家 历 史 发 展 的 特 点

,

更 应 注 意 到 这 些

特 点 的 彼 此 影 响

。

南 开 大 学 王 敦 书 先 生 认 为

,

从 分 散 到 整 体 的 角 度 去 考 察 和 研 究 游 牧 世 界 与 农

耕 世 界 的 关 系

,

将 会 发 现 站 在 农 耕 世 界 立 场 上 所 不 能 见 到 的 许 多 历 史 景 象

,

这 对 于 全 面 把 握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世 界 史 是 非 常 有 益 的

。

武 汉 大 学 李 植 格 先 生 认 为

,

从 整 体 上 把 握 20 世纪的世界历

史
,

至 少 应 考 虑 国 际 范 围 内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的 矛 盾

,

两 种 社 会 制 度 的 根 本 对 立 和 世 界 各 民

族

、

各 国 家 的 政 治

、

经 济 冲 突 及 各 种 力 量 的 消 长

,

尤 其 是 大 国 力 量 对 比 的 变 化 等 三 个 方 面 的 问

题

。

三

、

吴 于 魔 先 生 对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贡 献

吴 于 虞 先 生 是 新 中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主 要 开 拓 者 和 奠 基 人 之 一

,

是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巨 匠 和 一

代 宗 师

。

60 年代初
,

他 与 北 京 大 学 周 一 良 先 生 主 编 的
4 卷 本 《世 界 通 史 》

,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来 的 第 一 部 综 合 性 的 世 界 史 著 作

,

标 志 着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建 立

,

是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发 展

道 路 上 的 一 座 里 程 碑

。

这 部 书 作 为 高 等 学 校 世 界 史 教 材 被 普 遍 采 用

,

其 学 术 权 威 地 位 历 30 余

年而不衰
。

从 70 年代开始
,

吴 于 魔 先 生 又 把 主 要 精 力 用 于 研 究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独 立 发 展 道

路

,

探 索 新 的 世 界 史 观 与 世 界 史 学 科 体 系

。

他 以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关 于 世 界 史 的 论 述 为 指 导

,

首 次

提 出

:

世 界 史 不 应 当 是 排 除 中 国 史 的 域 外 史 或 外 国 史

,

也 不 应 当 是 包 罗 一 切 国 家 的 各 国 历 史 汇

编

。

世 界 历 史 是 历 史 学 科 中 一 门 有 限 定 意 义 的 分 支 学 科

。

内 容 为 对 人 类 历 史 自 原 始

、

孤 立

、

分

散 的 人 群 发 展 为 全 世 界 成 一 密 切 联 系 整 体 的 过 程 进 行 系 统 探 讨 与 描 述

。

主 要 任 务 是

,

以 世 界 全

局 的 观 点

,

综 合 考 察 各 地 区

、

各 国 家 和 各 民 族 的 历 史

,

运 用 相 关 学 科 的 成 果

,

研 究 和 阐 明 人 类 历

史 的 演 变

,

揭 示 演 变 的 规 律 和 趋 向

。

探 索 的 目 标 在 于 世 界 由 古 及 今 经 历 了 怎 样 的 历 史 演 变 过

程

,

怎 样 由 原 始 的

、

闭 塞 的

、

各 个 分 散 的 人 群 集 体 的 历 史

,

发 展 为 彼 此 密 切 联 系 形 成 一 个 全 局 的

世 界 历 史

。

这 一 崭 新 的 科 学 的 世 界 史 观

,

突 破 了 世 界 史 研 究 的 旧 格 局

,

得 到 了 学 术 界 的 高 度 评

价

,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

齐 世 荣 先 生 指 出

,

吴 于 虞 先 生 对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贡 献 是 多 方 面 的

,

诸 如 世 界 通 史

、

世 界 古 代

史

、

世 界 中 古 史

、

西 方 史 学 史

、

中 西 文 化 比 较 研 究 等

。

而 其 对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特 殊 贡 献 是 在 世 界 通

史 方 面

:

其 一 是 科 学 地 界 定 了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认 知 对 象

,

为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定 义

、

内 容

、

任 务

、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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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而 澄 清 了 长 期 以 来 中 外 史 学 家 在 此 问 题 上 的 误 识

;
其 二 是 创 立 了 新 的 世

界 史 编 纂 体 系

。

按 照 吴 于 魔 先 生 所 下 的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界 说

,

以 及 所 确 定 的 世 界 史 的 内 容

、

主 题

和 研 究 方 法

,

就 能 获 得 一 条 明 晰 的 主 线

,

从 而 看 清 世 界 历 史 的 既 往 进 程

,

判 明 世 界 历 史 的 今 后

发 展 趋 势

。

朱 寰 先 生 认 为

,

吴 于 崖 先 生 是 新 中 国 第 一 代 世 界 史 专 家

,

他 所 提 出 的 世 界 史 观 即 宏

观 史 学

,

是 对 旧 的 传 统 的 史 学 观 点 和 史 学 理 论 的 重 大 突 破

,

为 推 进 新 中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杰 出 的 贡 献

。

马 克 尧 先 生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我 从 吴 于 魔 先 生 的 学 术 思 想 中 受 益 良 多

,

其 中 受

益 最 大 的

,

一 是 吴 于 魔 先 生 的 文 章
《从 中 世 纪 前 期 西 欧 的 法 律 和 君 权 说 到 日 耳 曼 马 克 公 社 的 残

存 》
,

此 文 为 更 好 地 研 习 历 史 指 明 了 一 条 成 功 之 路

:

不 仅 要 学 习 政 治 史

、

经 济 史 和 文 化 史

,

还 要

学 习 法 制 史

,

特 别 是 对 于 研 究 世 界 历 史 上 的 制 度 问 题

,

学 习 法 制 史 尤 为 必 要

;
二 是 吴 于 魔 先 生

的 另 一 篇 文 章 《世 界 史 学 科 前 景 杂 说 》
,

此 文 使 人 顿 悟 世 界 史 是 个 有 限 定 意 义 的 学 科

,

从 而 使 我

们 在 编 纂 世 界 史 著 作 时

,

一 改 过 去 那 种 无 可 奈 何 的 搭 积 木 式 的 拼 凑 办 法 而 全 然 摆 脱 困 境

。

与 会 代 表 还 对 吴 于 魔 先 生 继 承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史 观 进 行 了 充 分 的 肯 定

。

庞 卓 恒 先

生 指 出

,

吴 于 魔 先 生 世 界 史 观 的 提 出

,

是 直 接 受 益 于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关 于 世 界 历 史 的 两 段 论 述

。

其 一

,

马 克 思 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 言 》 中 说
: “

世 界 史 不 是 过 去 一 直 存 在 的

,

作 为 世 界 史 的 历

史 是 结 果

。 ”

其 二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在
《德 意 志 意 识 形 态 》中 指 出

, “

各 个 相 互 影 响 的 活 动 范 围 在 这

个 发 展 进 程 中 愈 来 愈 扩 大

,

各 民 族 的 原 始 闭 关 自 守 状 态 则 由 于 日 益 完 善 的 生 产 方 式

、

交 往 以 及

因 此 自 发 地 发 展 起 来 的 各 民 族 之 间 的 分 工 而 消 灭 得 愈 来 愈 彻 底

,

历 史 也 就 在 愈 来 愈 大 的 程 度

上 成 为 全 世 界 的 历 史

。 ”

多 年 来

,

我 们 忽 略 了 这 些 观 点

,

更 没 有 注 意 去 深 挖 其 所 蕴 藏 的 丰 富 内

涵

,

而 吴 于 魔 先 生 却 以 历 史 学 家 汇 贯 中 西 的 深 厚 功 底 和 博 大 恢 弘 的 眼 界 注 意 到 了 这 一 点

,

并 将

其 深 蕴 的 内 涵 精 辟 地 加 以 拓 展

,

从 一 个 新 的 角 度

,

提 出 了 世 界 史 观 和 世 界 史 编 纂 体 系

。

这 是 开

拓 世 界 史 新 视 野 的 第 一 创 举

。

朱 寰 先 生 也 认 为

,

对 于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的 上 述 论 断

,

我 们 从 来 没 有

象 吴 于 魔 先 生 那 样 从 宏 观 史 学 的 高 度 加 以 理 解

,

这 正 是 吴 于 虞 先 生 继 承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史 观 的 突 出 成 就

。

齐 世 荣 先 生 进 一 步 指 出

,

吴 于 魔 先 生 所 撰 写 的 四 篇 相 互 关 联 的 重 要 学 术 文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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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 宏 观

着 眼

,

从 具 体 分 析 入 手

,

史 论 结 合

,

卓 然 成 一 家 之 言

,

是 具 有 世 界 水 平 的 鸿 篇 巨 制

,

堪 为 后 学 之

楷 模

。

安 长 春 先 生 指 出

,

很 多 人 把 吴 先 生 的 世 界 史 观 名 为 宏 观 史 学

,

高 屋 建 扳

,

博 大 恢 弘

,

提 纲 挚

领

`,

作 为 一 种 史 学 观 点 与 史 学 方 法

,

术 限 于 世 界 史

,

用 来 研 究 包 括 中 国 史 在 内 的 历 史 学 其 它 分

支 学 科

,

同 样 能 够 使 人 豁 然 开 朗

,

学 有 新 意

,

出 现 一 种 新 的 境 界

。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长 期 从 事 中 国 史

教 学 与 研 究 工 作 的 赵 德 贵 先 生 认 为

,

中 国 史 与 世 界 史 的 关 系

,

无 疑 是 局 部 与 整 体 的 关 系

,

中 国

史 的 研 究

,

必 须 从 世 界 的 观 点 出 发

,

把 握 整 体 和 全 局

,

在 宏 观 指 导 下 进 行 微 观 研 究

,

否 则 就 会 只

见 树 木

,

不 见 森 林

。

此 外

,

与 会 代 表 还 就 世 界 历 史 的 研 究 方 法 及 世 界 历 史 在 当 今 社 会 中 的 地 位 与 作 用 等 问 题

交 换 了 意 见

,

坚 信 我 国 世 界 史 学 科 的 发 展 必 将 迎 来 更 为 辉 煌 的 时 代

。

(本 文责 任编辑 吴友 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