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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耿化敏 刘高元

[摘要]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吴玉章不仅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中国史坛的崛起和主流化,更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作出先行性的探索:阐发以

历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因子和理论指导;运用唯物史

观研究中国历史,参与中国社会问题论战,搭建中国革命史研究框架,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

域;倡议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形式与方法,指导历史学科建设,培养史学专门

人才,推动历史教育事业革故鼎新。吴玉章的生平著述和学术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吴玉章;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一项重大学术命题——— “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 历史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逐渐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占据主导

地位,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和特色。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关键是建构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吴玉章位居20世纪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前列,不仅见证马克思主

义史学在中国的崛起和主流化,更从史学理论阐发、史学研究领域拓展、历史教育等诸方面为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构建作出先行性的探索,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

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遗产。
关于吴玉章的史家地位和史学成就,无论中共党内,还是史学界,已有公论。如中共中央称其

“我党可贵的历史专家”②,彭明称其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也是应有一席之地的”③,王学典亦

把其划入 “唯物史观派”史家之前列④。从既有研究状况看,对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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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较为深入且系统,而对吴玉章史学思想研究仍宏阔有余而深耕不足,尚有不少讨论空间。①
本文采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视角,利用包括新出版的 《吴玉章全集》在内的文献

资料,凭据吴玉章的史学活动与著述文章,系统考察吴玉章在史学理论、史学研究领域、史学教育

等方面的思想与创见,以期为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脉动和建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自主

知识体系提供镜鉴。

一、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阐发

以历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根魂,对知识体系建构发挥理论遵循

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吴玉章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逐渐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他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此后,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

国革命问题,发表一系列有关历史本体和史学研究的认识,推动唯物史观中国化,为构建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指导。
“何为历史”是史学家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吴玉章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这

一本源性的问题。首先,摒弃中国传统史学的天命论、循环论和复古论,认为历史是 “人类社会自

己发展的过程”,强调历史的联系性、运动性和发展性,推动历史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少数

“先贤”,而是 “伴着生产工具的变化与发展”的生产力发展。② 其次,坚持群众史观,批判 “心理

可以创造一切,英雄可以创造时势”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认为

“人类社会的历史,主要是劳动生产者自己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什么帝王将相豪杰英雄活动的历

史。”③ 再者,以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视角,指出原始社会外的一切历史 “都是劳动者被奴役和争取

解放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道出历史的本质所在。④ 由此,这种以联系、运动和发

展为特征,以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劳动人民为主体,以阶级斗争为本质的历史本体论,构成吴玉

章史学思想的基础。
由这一历史本体论所决定,吴玉章回答了历史学的指导理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目

的、现实功用等基本理论问题。首先,历史研究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要想拥有清晰的头脑去分

析历史问题,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 “唯一正确的方法”。⑤ 他

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秉持的 “宇宙是不可测度的,一切归之于天命人心”“圣人奉天承运,代天立极

而为天子”“天下治乱系于执政者之一心”等唯心主义观点,强调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用历

—21—

①

②
③

④
⑤

既有研究在史料上多依托 《吴玉章文集》等资料,在研究视角上聚焦吴玉章史学思想的内容、特点、成就和地位的宏观概述,
而从吴玉章与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角度的系统探究尚不多见。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张剑平:《略论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的地位》,载 《社会科学研究》,1997(4);刘海军:《吴玉章史学思想的特色》,载 《文史杂志》,1999(2);吴达德:《论吴玉

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载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1);徐学初、郭生春:《论民主革命时期吴玉章的历

史观》,载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4);车桂林:《吴玉章论史学方法略述》,载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 (23);陈廷湘、
焦明江:《论吴玉章的史学思想》,载 《历史教学》,2018 (7);车桂林: 《吴玉章历史研究的特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地

位》,载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2);于汭生:《吴玉章史学思想研究———以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载 《新乡学院学报》,
2022(101)。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63页、1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

2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史发展规律解释历史现象,导致研究缺乏思想性,熟悉再多材料也只会 “见树木而不见森林”。①
其次,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决定历史研究对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观察历史 “不应该

掩饰阶级社会的矛盾,而应该揭发与暴露这些矛盾,不应该湮没阶级斗争,而应该把它贯彻到底”,
历史学的性质就是一门 “研究怎样消灭阶级以达到无阶级的社会的科学”②。在他看来,历史研究

的目的不仅是追求真相拨开历史迷雾,更应该揭示真理、发现规律、指明未来,即 “做到史实可

信,并没有结束研究,历史科学要求从大量可靠的事实材料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③ 他反对

“历史只是许多偶然事件的堆积”的观点,指出偶然性背后往往蕴藏着必然的规律,而历史科学的

任务就是 “发现事变中的真实联系,说明一般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应该只是知道历

史的人,还应该做说明历史的人。④ 以此为基,他尤其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阐释历史规律、总

结历史经验的现实作用,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取向,将历史研究看作有力的斗争工具。
例如,他强调历史研究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发挥唤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心的现实作用,主

张通过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唤起全民族爱国精神和团结意识,结成统一战线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

攻;历史研究要注重现实关怀,反对 “贵古贱今”和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以前的东西”的观点,主

张开展对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以达到总结革命经验、激发爱国和建设热情的目的。⑤
为发挥历史研究的功用,吴玉章坚持哲学思维和科学理论,在方法论纬度上为唯物史观的具体

运用指明路径。他认为,历史研究 “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事实确实,立论公平”是研究历史

的底线,指出 “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

伟,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要求事实完全可靠,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和夸张”。⑥ 他赞赏司马迁的

《史记》和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又指出其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主张既要广泛、充分占有史料,又

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理论对历史材料进行考查和分析。以中国历史的史料为例,他具体分析

道:史前时期的神话传说,材料多是后人伪造、假托,不尽可靠,史家要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和辨别

真伪,同时以恩格斯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作为尺度,以摩尔根的时代分类表为标准,
用科学理论作为剖析史前社会历史的工具和武器;“自有成文史以来”的记载,很多史料不科学且

有神秘性,也不一定可靠,“必须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善去恶所有的材料”。⑦ 这就阐明了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重要原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写出真正的信史,既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

导,又要占有大量历史材料并进行严格审查。
吴玉章将考察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历史的进路。从经济基础的变动说明社会历史的变革,是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恰如李大钊所言,“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

观的大体。”⑧ 依循同一史观,吴玉章认为 “每一时代必定要先从他的经济发展情形说起,然后及

于他的文物制度等上层建筑物。”⑨ 他直指中国旧史多记载帝王将相、朝代兴亡,而很少记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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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缺陷,批判那些认为人类历史只是记载精神活动的唯心论观点 “根本就不能了解人类社会真

正的历史”。① 例如,他主张以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和社会心理来说明中国古代家族

制度的特点,反对将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看作中国家族制度强固的原因,认为正是 “由于有了产生中

国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才发生这种学说”,外族常被汉族同化并不是由于强固的家族制度,“而在

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比较地占着优势”。②
吴玉章将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作为观察历史的原则。关于普遍性,针对国

际学界一度流行的 “中国的社会是不可解之谜”的观点,他强调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是一元

的”,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不能在这个共同法则之外”。③ 具体到中国的家族、私有财产与国家起

源,他认为中国和恩格斯所描写的情形一样,要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摩尔根研究的

结论作为剖析中国史前社会的工具。④ 以历史规律的共性为前提,他主张结合具体实际,把握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就中国古代史而言,他主张既要反对 “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另外一种

历史发展的道路”的观点,更要承认中国古代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迟滞、家族制度严密、专制制度

稳固等方面的特殊性。⑤ 此外,他还尤其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珍视中华民族在历

史发展中生成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例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针对 “民族侵略主义”
对中国历史的曲解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宣传,吴玉章主张在重视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更要看到中华

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保持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和自信心。⑥ 这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共性的目

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说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这是当时多数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共有的理论自觉。在党内和左翼文化阵营一度出现教条主义倾向的语境下,吴玉章对中国历史

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认识,体现把握历史规律的高度自觉,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个

结合”的精神实质。
吴玉章主张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联系性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尺度。在他看来,历

史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纵向演进与横向普遍联系的过程。一切历史问题的因果源流都可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寻找,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要以历史的连续性和联系性为标准。他主张有二:一是历史编

撰以编年纪事为主,“应在年代的联系性中,叙述最重要的事变和事实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把

社会经济形态抽象的定义简单地教给学生,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代替有年代联系的具体叙述的历

史”⑦;二是以联系、发展的眼光将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长远的历史进程中观察,
反对抛弃一切旧事物的做法,认为 “凡是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论事情的

成败利钝,也不论参加这一事变的人后日的是非功罪,只要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作用,只

要是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就要纪念它。”⑧ 谈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他主张 “对他们要给以

历史的、正确的、公平的论断”,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古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评论

得失。⑨
吴玉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本体和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相关论述,构成其史学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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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05页 3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6卷,175页 1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4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4

卷,38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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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因子和理论支持。

二、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吴玉章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投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史分期、中国社会性

质等问题的论战,开拓中国革命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发表一些颇具影响的观点和著述,拓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
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关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走向何处去,也是吴玉章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登上历史舞台的重

要开端。这场由中国革命引发的学术争论,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为何的问题,不同政治阵营和学术派

别背后的共同指向是中国封建社会问题: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否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语境下的封

建社会? 当时论战各方的观点主要为两类,即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 “封建”或 “半
封建”社会论和持否定观点的 “特殊”或 “过渡”社会论。①1928年,吴玉章、林伯渠合著 《太
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批判苏联波格丹诺夫、狄拉克,中国陶希圣、梅思平等

人的 “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即批评 “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没有封建主义的胡说”②。首先,
援引马克思 《资本论》的概念,将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和政治本质概括为 “财产资本的土地私有经

济”“家族的封建社会”和 “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政治”,从而建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运行机

制的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指出 “财产资本的土地私有经济”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

原因。③ 其次,指明秦朝建立的土地私有制度形成 “地主以土地为财产资本,以佃农的形式来剥削

农民,阻碍商业经济向前发展而保持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进而回答 “中国从秦代推翻了封建诸侯

制度,二千多年,商业资本和手工业已十分发达,为什么不发展到近代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特殊

现象。④ 此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具有 “开山作用”,“同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

诞生”。⑤1930年—1936年,他撰写 《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时,进一步针锋相对地批

评 “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认为它 “完全是反革命的理论”,坚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

会。⑥ 上述论断表明吴玉章站在 “封建社会”论的阵营,批评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 “商业资本主义

社会”或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并在围绕西周社会性质展开的讨论中成为 “西周封建论”的

代表之一。⑦
围绕中国古史问题展开的史学论战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平静的书

斋式学问,而是中国革命意识形态斗争的一块阵地。正因如此,伴随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20世

纪30年代后期开始,吴玉章将研究目光从中国古代史转移到中国近现代史,把中国革命史纳入马

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
吴玉章从阶段分期入手,著书立说,着力构建中国革命史研究框架。1936年,他撰写的 《中

国历史大纲》在中国通史的视阈下,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以五四运动为界,将近

代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⑧ 在 《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中,他进一步以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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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8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2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2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269页、2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张剑平:《略论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载 《社会科学研究》,1997(04)。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3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载 《中国文化》,1940(3)。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407页 4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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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止点,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界,将中国革命史划分为 “两大时

代”:1840年—1894年为 “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时代”,1894年—1949年为

“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争得解放的时代”。在后一时代中,他更以

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1894年—1919年为国际帝国主义发展至总危机和国内革

命发展至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1919年—1949年为国际帝国主义发展至法西斯主义和国内革命

发展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在后一时期中,他还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界,作出更细致的阶

段划分:1919年—1935年为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轫,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发展至土地革命

进而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时期;1935年—1949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冷战对峙和国内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时期。①
与同时期的革命史著相比,吴玉章对中国革命史阶段的上述划分遵循的是两条线索:一是把中

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进程,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依据,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表现形

态以及它们对中国侵略的具体体现作为分期的重要参照;二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把握中国

革命的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性质,以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为依

据,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力量和斗争形式的演变作为分期的重要标准。
上述见解显示吴玉章分析历史的国际视野与主体意识。

吴玉章进而讨论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性质、线索和关节点。他从世界革命、民族革命和阶级

革命的三重纬度出发,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解放与民主的革命斗争,以 “帝国主义与帝国主

义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史”“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史”和 “帝国主义为首的反

革命势力与社会主义为首的革命势力的斗争史”勾勒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近

代 “一条主线”和 “两个过程”理论的继承充实和在革命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② 同时,他把握历

史发展规律,从中归纳出中国革命的九个 “紧要阶段”,即 “中日战争后救国运动时期”“戊戌变法

时期”“义和团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大革命即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

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③ 如果说毛泽东概括的 “八大事件”和胡绳在新

中国初期提出的 “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潮”奠定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的典范,那么吴玉章在此提出的

“九个紧要阶段”紧扣历史发展的重大节点,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叙事的接续探索。从整个20世纪

的长时段、世界革命的宽视野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多维度概括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吴

玉章无疑走在时代前列。有学者因此将吴玉章的 《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称为

“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最早的系统性的中国革命史专论”④,凸显其

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开创性作用。
吴玉章更是身体力行,利用亲历者和研究者的独特身份,开辟辛亥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新

园地。吴玉章的人生经历,中共中央称为 “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⑤,范文澜称

为 “一部非常丰富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⑥。基于历史当事人的责任,他重视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价

值,不仅号召历史研究者要关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更以身作则将自身的革命经历以史论、口述、
回忆录的形式记载发表。这些著述不仅具有披露史料、呈现细节、澄清史实之力,更提出一些观点

深刻、影响深远的论断。例如,《论辛亥革命》《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等为辛亥革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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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170页 1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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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177页 1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00—1949)》下册,975页,商务印书馆,2014。
《中共中央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大寿》,载 《新中华报》,1940 01 17。
转引自彭明:《彭明文存》,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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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道路;《八一革命》《六十自述》《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回忆赵世炎同志》《回忆林伯渠同志》
等为研究中共党史事件和人物提供珍稀史料。特别是1961年他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而撰写的

《论辛亥革命》一文,多面地揭示该时期中国社会各力量的历史群像和演进脉络,精辟分析辛亥革

命的背景、意义和经验教训等重大问题,堪称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辛亥革命的奠基之作”①。
强烈的理论方法意识是吴玉章中国革命史著述的鲜明特点。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更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根本遵循,就研究目的而

言,是巩固对毛泽东思想、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信心。② 具体到研究方法论,吴玉

章格外注重三点:一是用国际视野观察中国革命,即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重要场

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

分”;二是紧扣历史节点,以九个 “紧要阶段”作为观察中国革命历史演进的线索;三是主张研究

基本问题,列出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政党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国家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解答

中国革命的根本道理。③
“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主调,也是吴玉章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基于从历史寻求

现实答案的要求,吴玉章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将研究目光转向中国历史。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

指导,结合中国革命事业所需,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播种、发芽、成长、开花、结果而努

力。他的史学耕耘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知识累积,其贡献 “不亚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

问题的总结及范文澜、华岗、胡绳研究中国近代史、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开拓之功”。④

三、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教育的探索

吴玉章是一位热心于历史教育的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富有声望的革命家、教育家、史

学家,他担任新史学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指导历史研究、办

学治校的教育实践中,围绕进行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怎样进行历史教育这一根本问题,形成历史教

育思想,指导历史学科建设,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推动新中国历史教育事业革故鼎新。
吴玉章的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是倡议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形式与方法。以唯

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为指导,是新旧历史观的根本之别。1949年7月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就把

“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
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作为宗旨⑤,从而揭开新中国历史教育转型的帷幕。到1951年7月中

国史学会成立时,郭沫若提出中国史学界的 “六个转向”,吴玉章所作 《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

报告则对史学工作者提出 “四个要求”,即坚持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注重现实问题、将国际主义

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反对党八股的工作作风,从而具体规定了历史教育的内容和方向。⑥ 为此,他

主张历史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 “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科学的历史,
要想掌握历史科学必须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⑦。就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而言,他认为 “历史是

启发爱国心的一门科学”,历史教育要注重科学性、政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指出 “历史教育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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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在而不是面向过去,一切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观点和作法都是错误的”。① 他特别

重视改进历史教育的形式与方法,主张发挥历史纪念活动的作用,认为 “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

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重视当事人撰写口述回忆的教

育功能,如号召中国人民大学师生 “大家来写校史”,认为这是 “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对比现在、
展望将来的好教材”。② 特别地,他主张历史书写要兼具史学性与文学性、学术性与通俗性,号召

新中国的史学家继承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在风格上 “力求使我们的历史著作不但有丰富的材料,
卓越的思想,而且写来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精美”;在内容上点面结合,既要把握连续性、
展现历史全貌,也要重视个别、突出重点;在体裁上要因材施教,既要创作观点多元、史料翔实、
结构丰满的历史教材和学术著述,也要照顾初学者编撰直书观点、语言通俗、结构简明的历史读

物。③ 这些学术思想对历史教学实践、教材编撰、知识普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吴玉章在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办学治校的过程中,践行历史教育理念,推动新中国历史学科

建设。他自觉把唯物史观贯穿到历史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中,1930年—1936年在苏联工作期间,
曾为留苏干部讲授中国历史和革命问题,编撰 《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等教材。1948年

担任华北大学校长后,他将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纳入干部教育课程,亲自讲授中国革命史,
撰写 《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等教材;为推动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设置史地系

和社会科学系,开设中国通史和社会科学类课程,培养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专业人才;成立中国历史

研究室,在教学之余负责历史研究和教材编写,为新中国历史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先行探

索。④1950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放区历史教育经验与中

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实际相结合,相继设置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历史系、中共党史系、
中国历史研究所等教研机构,以此为依托设置学科专业、开设课程、编写教材与培养人才。面对史

学界在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上学派分立的局面,吴玉章主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坚持百家

争鸣、各抒己见的方针,鼓励各种观点的自由讨论,还邀请范文澜、翦伯赞等来校讲授古史分期的

学术主张⑤;针对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兴未艾,不仅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次为高校师

生开设中国革命史讲座,如1954年4月向北京各高校教授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第3单元 “从党的

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有关历史情况的报告⑥,而且著书立说,为中国革命史教学研

究开疆扩土。在吴玉章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初步形成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教研室、研究

所、学系为建制,以何干之、尚钺、李新、胡华、戴逸、彭明、李文海等老中青教师为骨干,在历

史时段上涵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在内的历史学学科体系,为新中国历史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探索新路。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为典型范例,伴随高校教学改革、院系调整与思想改造

的完成,马克思主义进大学、进课堂、进教材,历史教育逐渐实现以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学教

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重塑,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在内的 “新史

学”被纳入高校历史系通史课与政治理论必修课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进入历史学科的重要成果。
吴玉章重视新中国历史学教研队伍建设,热情指导和悉心培养历史学者,为历史教育储备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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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早在延安时期,吴玉章曾指导范文澜、吴亮平等编写 《中国通史简编》,审阅修改许立群的

《中国史话》并为其作序。① 担任华北大学校长期间,他让青年教员胡华主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

史课程,任命尚钺、何干之为史地系、社会科学系主任,任命范文澜、刘大年主管中国历史研究

室。②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前后,他字斟句酌、亲自审阅胡华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

与座谈尚钺的 《中国历史纲要》,指导彭明等青年教员的研究著述;选任术有专长的何干之、尚钺、
尹达、李新、胡华等负责历史学科相关教研室、研究所、学系的管理工作;有意识地引导李新、胡

华等人协助自己撰写辛亥革命回忆录,选用戴逸担任其学术秘书并讲授革命经历和治学经验。③ 在

吴玉章的指导和提携下,这些史学人才后来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华民

国史、清史等专门学科的开创者,中国人民大学初步形成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教研队伍,成为新中

国历史学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力量。

四、吴玉章的史学思想遗产与知识体系建构启示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系统工程,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的著述活动和学术建树,无疑具有历史性的奠基之力。当吴玉章在苏联开始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

史,并写出 《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等史

学著述时,他已然是一位经受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浪潮的洗礼并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家。革

命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吴玉章具有为中国革命而研究历史的使命感。他坚持唯物史观和中国

实际相结合,研究讲授中国历史和革命问题,同时致力于用历史规律和经验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科学性和中国革命伟业的历史必然,“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

题答案的革命者”④。恰是这种革命活动与历史研究的内在联结,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政治

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的鲜明特征⑤。这不仅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提供学术论证,也为新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建构奠定理论基础。无疑,吴玉章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榛辟

莽、前驱先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追求,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时代局限。建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

能脱离史学史研究的实践。囿于历史与时代的条件所限,吴玉章的史学研究难以避免地存在一定局

限性,其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亦有可商榷之处。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都离不

开一代又一代学者造就的学术史的累积。局限性并不能遮盖吴玉章史学思想遗产的当代价值。对于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而言,吴玉章的史学理论阐发、史学领域拓展和史学教育实践蕴含

着丰富的知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首先,以唯物史观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为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

论指导。信奉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科学,是吴玉章史学思想的最大遗产。吴玉章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自觉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分析和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注重理

论教育与历史教育相结合,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历史和现实均表明:唯物史观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根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得以崛起并确立主流地位的最显著优

势。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首要任务和关键之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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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作为最核心的知识资源和理论遵循,发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作用,坚持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中国化、时代化研究阐释,集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体系化知识,构建专业化、系统化

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质的历史知识图谱。
其次,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践行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学科使命,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

识体系建构注入内生动力。从中国出发研究中国历史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是吴玉章史学

思想的重要遗产。吴玉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不仅从中华文明、中国实践出发研究

历史问题、发抒个人见解,强调历史研究是 “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把 “事实确实,立论公平”
作为检验历史著述的标准,而且将立足实践、服务现实作为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强调历史是 “启
发爱国心的一门科学”,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资政育人功能。① 在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就要以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原创性、民族性、时代性为根本要求,以中国实际

为研究起点,以中华文明为历史之轴,以中国共产党之治为现实之维,着力推进史源拓展、事实发

现、理论建构、话语表达与国际传播,归纳提炼出中国历史学的原创性概念范畴、原生性理论原理

与独特性研究范式,进而以中国之理阐释中国之学,以历史之学建构当代之学,最终以中国之治检

验中国之路。
再者,以发展历史教育助力新中国史学革故鼎新,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奠定学科

根基。历史教育在吴玉章史学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一环。吴

玉章围绕进行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怎样进行历史教育这一根本问题,倡导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

的一系列问题,充分体现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对于今天在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坚持唯物

史观、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他推动新中国历史学的教学体系、课程体

系、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所作出的努力,不仅夯实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学科根基,
而且有助于推进新时代历史学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根本,构建适应党和国家战略需求、支撑知

识创新的学科体系,构建有效提升资政育人服务水平的学术体系,构建融通中外、开放自信的话语

体系,构建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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