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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徐兆仁 

【摘 要】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是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后现代主义思潮挑战 

传统 史学，提 出关于历史真 实检验标准的核心 问题 ，这在史学史研 究上具有不可低估的 学术价值 ．作为后现 

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历史解释学将在史学史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中承担重要使命．发挥重大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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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笔、直书、史才、史学、史识、史法、史 

德 、史意、体裁 、体例等关键词 ，都是中国史学 

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 ；历史客体 、历史文 

本、范式 、重演 、移情 、道德律 、长时段 、主体 

性把握、历史效果等关键词 ，则是西方史学史上 

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中国传统史学以秉笔直 

书为记事原则，以撰写信史为编纂目标，以经世 

致用为撰述宗旨，侧重于总结和探索治乱兴衰的 

历史经验、彰往察来的历史智慧，十分注重发挥 

史学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西方史学则往往和哲 

学打通 ，长于引入理论思维 ，常有颠覆性的理念 

问世 ，引人反思。 

由于时代背景、政治立场、认知水平等等原 

因，导致 曲解和误解历史 的严重后果 ，确如后现 

代主义史学所抨击和批判的那样普遍存在。由于 

缺乏具有深度、系统的专业理论．中国史学史研 

究在理论上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和基础阶段。诸如 

历史学学科属性的科学说 、艺术说、综合说等几 

十种不同说法，各异其趣，莫衷一是。研究者无 

所适从 ，不明所 以。由于研究者们将太多的注意 

力集中在某些具体的历史理解 和解释本身 ，没能 

就历史理解和解释的思维内涵和理论形成等进行 

深入研究 ，从而未能更好地运用理论武器的力量 ． 

造成历史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 

停留在个别的、琐碎的、片面的、非科学的状态。 

所有这一切 ．结果导致了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 

研究者被汪洋大海般的史料所淹没 ．无法从错综 

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侦知历史发展的动向，无力从 

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中洞察历史演进的轨迹；二 

是研究者被强烈的思想偏见所影响 ，不能从扑朔 

迷离的历史现象 中发现历史真理 ，无法在相互对 

抗的学术交锋中廓清真伪是非。这两者均与历史 

研究的终极 目标相违背 ，即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 

化中获取精神资源 ，从丰富多彩的历史研究中获 

得真知灼见和智力支持。 

上世纪末 以来 ，后现代主义思潮 冲击史学领 

域 ，一时间波澜叠起 ，争论纷然 ，后现代主义史 

学大张旗鼓 大行其道。中外史学史研究结论表 

明，历史研究者在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中运用的 

基本元素均离不开历史事实．历史学最直接的研 

究 目的是获得历史真实，最终极的研究指向是历 

史真理 。问题是 ，到底以什么标准来检验研究者 

作者简介 徐 兆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北京 ，10073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fghi4fe5371eee034231a771c4f7a4d0b2b2hpk999oofo5n966vq.fffc.res.gxlib.org.cn


获得的历史真实?围绕这个根本问题 ，学者们进 

行了各种各样的史学实践，各派理论观点争论激 

烈 ，辩难不息。后现代主义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 

亦为历史真实的获得与检验标准的问题，只是后 

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和坚持以下与众不同的观点： 

历史消逝之后，过去与现实相联的纽带和关 

键在于研究者，研究者或者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 

历史真实性不能划等号 ，两者只是认识主体与认 

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历史内容以及表现形式 

能够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历史真实的境界。所 

谓表现形式 ，就是历史叙述 。历史叙述之外 ，不 

存在什么客观历史 。衡量历史研究是否真实的标 

准，来 自历史叙述这一实践活动的效用 ，历史叙 

述的效用如何，取决于读者在他们实际生活中形 

成的对政治 、社会 、文化 、伦理等等的要求 、态 

度和选择。历史文本的真实与否 ，要 由读者的理 

解结果说了算。后现代主义史学因此强调理解的 

多元性 、多样性 、差异性 、创造性 ，由此发展出 

微观史学、生活史学 、环境史学 、文化史学，以 

及交叉学科 、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全新的研究范式。 

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传统史学关于历史知识 

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各种理论 ，挑战现代历史编纂 

学的基础 ，颠覆既有的历史观念 ，这一理论可谓 

来势强劲，难以阻挡，也使人们对历史真实给与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只有建立历史叙述和历史内 

容之间有效 、科学、可靠的关系．才能达到历史 

真实，这是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者不 

可回避 、亟需破解 的难题。将这一难题称为史学 

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能也不为过。要想接受后 

现代主义史学理论 的挑战 ，走出困境 ，在后现代 

主义史学内部绕圈子可能无济于事 ，必须另辟蹊 

径 。而历史解释学则可能为解决后现代主义史学 

核心问题找到对策，成为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 

理论支持。 

历史解释学就是一种旨在避免误解历史 ．达 

到正确理解历史 、科学解释历史的学科 门类 ．这 

是一个正在悄然兴起、有着光明学术前景的历史 

学理论研究新领域 。史学史研究除了将 自己推向 

理论高度 ，别无他路可以突破藩篱 ；除了积极进 

行理论综合和创新，无法从根本上面临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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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自身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大多不出以 

下范围，即对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历史遗 

存 的考察和发掘 、历史轨迹和历史真实的再现 、 

历史场景和历史面貌的叙述、历史现象和历史奥 

秘的揭示、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阐述等等，而 

所有这一切 ，均以历史 的理解与解释为根本 、核 

心和关键 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探索、理解和叙述 

历史的同时不能对其作出有效的历史解释，那么， 

他们就未能真正完成使命。这一认识，越是到了 

当代，越显得突出和强烈。当代历史学研究越来 

越需要历史解释学提升研究境界 、层次和理论含 

量。 

作为历史学基础 的历史理解是一个突破 口， 

理解需要不断地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和历史实际， 

是获取历史真理必然要完成的重要和持续的任务。 

通过历史文本、历史遗存等流传物，客观地理解 

成为可能，对于历史流传物所折射的人类历史实 

际的解释也成为可能。 

历史解释学着重研究历史认识的特性和逻辑， 

剖析历史观念形成的过程和条件 。探索并运用历 

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原理、方法、规律，提高历 

史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历史解释的有效性和 

科学性，围绕历史知识、历史真实、历史真理、 

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等领域，最终揭 

示历史的奥秘。 

尽管以往对于历史的解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但是中外历史学界并没有发展出一门完整的、独 

立的历史解释学 。西方关于历史学理论研究的结 

果显示 ，经历了从思辩 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 

哲学，迄今仍然未能真正打通历史客体和认识主 

体之间的通道，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仍然未能达成 

一 致的、有效的共识。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年鉴学派史学、新文化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 

微观史学的兴起 ，历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异军突 

起、各领风骚的兴盛景象。但是，各派各持所见， 

纷乱扰攘的局面也促使历史研究者们开始注重历 

史知识特性 、历史解释机制 、历史思维形式等历 

史解释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建构 

历史解释学 的发展渊源有 自。古往今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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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批历史研究者曾在这方面倾注心血．进行了 

富有创见的不断探索，提出种种历史理解与历史 

解释的思想 、观点 、理论和方法。其中，比较常 

见的就有：经验性解释，常识性解释 ，寓言式解 

释，假设性解释 ，因果解释，实用解释．多元解 

释，以某一观点为中心线索的解释，根据统一模 

式进行的解释 ，科学解释 (从生物学 、物理学等 

自然科学的范式 、逻辑 、定律、规则等出发所作 

的解释)，文化解释 (从哲学 、宗教 、文学、美术 

等思维定势 、价值取向 、审美情趣 、行为规范、 

道德信仰等智力和艺术普遍水准出发的解释)，专 

业解释 (政治、经济 、军事 、外交 、社会等社会 

科学领域和角度进行的解释 )⋯⋯关于历史理解 

与历史解释的学说 ，丰富多彩，琳琅满 目，尽管 

这些学说和观点并非完全正确 ，但因其独到和新 

颖，富有学术价值，激发了新的研究兴趣 

中外历 史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显示 ．历史学 

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理解与解释的模 

式 、视域 、思想、观念 、理论 、方法的改变 、突 

破、推进和创新。如何吸取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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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优秀成果 ，正确分析 、批评 、借鉴 、吸 

收各种史学思想 ，在新的科学成果 、人类社会实 

践经验基础上加以发展 ，实现历史学理论上的革 

命性飞跃，形成科学、严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成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 

我们在研究中总结和发现了历史解释的十个 

基本原理，即历史原生态复制原理、历史事实趋 

真原理 、历史文本语言转换原理、视域融合原理、 

历史线索突破原理 、历史现象层深入原理、历史 

解释循环原理 、历史思维抽象原理、历史重构原 

理、历史智慧内化和转化原理等等 由于历史解 

释学着重对求证历史真实的各种理论的探讨 ，对 

历史意义科学阐发和价值判断理路的分析．对历 

史思维和历史认识有效边际和性质的定位．对历 

史智慧内在机理及其时代转换路径的剖析．以及 

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提供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从而，最终可以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寻找 

对策，为当代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专业理论．进 

而即可带动史学史乃至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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