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历史笔谈

公共历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笔谈

编者按 历 史是凝聚一个 民族的认同感
、

缔造一个 民族文化最强有力的武器
。

公共史学是为社

会服务
、

面向大众的应用型历 史学
,

很多历 史学家认为
,

中国的公共 史学要发展
,

对公共史家进行一

定的专业训练很有必要
,

历 史学家应更多介入公共史学
。

年 月 至 巧 日
,

在苏州工业园区中国基金博物馆举行 了中国首届公共史学会议
。

本次

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办
,

来 自于全国各地的 多名 专家学者
、

公共史学工作者

和青年学子 出席本次会议
,

对十大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专题讲座
。

如公众史学学科建设 公共历

史教育 影视传播与公共史学 家族史与个人史 网络时代的史学 海外公众史学的发展 历 史学者如

何与公众交流 城市空间与记 忆
“

我的历 史
”

公民写史专题研讨 公众史学发展与师资培训专题研

讨
。

本组笔谈
,

约请与会相关专家
,

是其 已有的研究基拙上的成果及其观点的荟苹
,

以期推动公共史

学在中国的发展
,

有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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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历史的概念与学科定位

陈仲丹

南京大学历 史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公共历史
”

在中国是一个舶来的概念
,

来

自于美国
。

而历史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早已有之
,

留存至今汗

牛充栋的史书就是明证
。

而公共历史强调的则是历史的公共

性
,

即历史与公共社会联系和沟通的特性
。

与此类似也是来 自

海外的还有两门学科
, “

公共关系学
”

和
“

公共

外交
” ,

前者早在几十年前即为人所知
,

它关

注的是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沟通
,

而后者是近年才传人
,

探讨的

是如何以文化等软实力来影响国外公众
,

以提升本国在国际上

的正面形象
。

由此可见
,

都是从美国舶来的这些公共类

学科主要侧重的是其公共性
,

即诉诸公众
,

沟通社会
,

为受

众服务
,

强调的是其实用
、

应用的特点
。

这些学科有很强的实

践性
,

要求从业者不仅坐而能论
,

更要起而能行
。

一
、

公共历史的往事今生

公共历史作为一门历史的分支学科出现于 世纪 年

代的美国
。

在美国最早对之进行探索的学者是加州大学圣巴

巴拉分校的罗伯特
·

凯利
。

他有感于当时大学培养的史学人

才就业面狭窄
,

希望历史专业毕业生能更适应社会的需要
。

年
,

凯利得到洛克菲勒公司资助
,

在他任教的学校设立研

究生项 目
,

培养历史学者为公众和私人项目服务
。

他率先在历

史系开设
“

公共历史研究
”

课程
,

提 出
“

公共历史
”

的术语
。

年
,

《公共历史学家 》杂志创刊 年
, “

美国公共历史学

会
”

成立
。

这些事件标志着公共历史学科的产生
。

现在在美国

已有上百所大学设立了公共历史的专业学位
。

在凯利心目中
,

公共历史是指受过专业训练
、

掌握专业知识 的历史学者服务于

学院 大学 以外相关社会领域的历史研究活动
。 “

学院以外
”

是区别公共历史与传统历史的重要节点
。

越出
“

学院
”

的领域
,

历史服务的范围更广
,

服务的对象更多
。

美国学界最初给公共历史确定的概念是
, “

一个帮助人们

书写
、

创造
、

理解他们 自己历史的行业
” “

以公众为对象
,

为公

众需求服务
,

由公众自己创造的历史研究实践
” 。

这一概念有

两层含义
,

前者强调的是历史应用范围的草根特性
、

个人特征
,

正如国内有些学者提出的
“

小历史
”

的概念
,

公共历史学者帮

助人们书写他们 自己的历史 后者注重的是历史为公众服务的

功用
,

将历史元素 知识和方法 作为原料
,

生产为公众所需的

文化产品
。

年
,

美 国公共历史学会又提出新的概念
“

公

共历史是一场运动
,

一种方法论
,

一种途径
,

它可 以促进历史领

域的合作和实践 从事公共历史的研究者承担着一种使命
,

即

使他们的专业见解有益于公众
。 ”

这一概念并没有就学科本身

给出严密的定义
,

而是凸显其最重要的学科特点 历史为公众

和社会所用
。

通过这一概念
,

我们可以理解公共历史所具备的

三个特征 一是对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即专业性 二

是历史知识运用的领域是在纯粹的学术和考古 目的之外 即实

用性 三是重视研究人员的专业培训和专业实践 即探索

性
。

也许以后对公共历史的概念还会做一些修正
,

但这些主

要特征不会有大的改变
。

尽管公共历史是一门介绍到中国还不久的新学科
,

但其将

历史资源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在中国早 已有之
,

我们常说的
“

古

为今用
”

就蕴含着此意
。

历史学是古老的学科
,

属于狭义的非

物质文明的核心内容
。

在中国
,

史学和经学构成了传统文化最

重要的内核
。

古代文人读书常是经史互读
, “

刚日读史
,

柔 日读

经
” ,

经和史成为他们汲取知识养料的主要来源
,

比如曾国藩在

日记中记述他平时读 的书就多是 《史记 》
、

《汉书 》
、

《孟子 》一

类
,

基本不离经史典籍
。

而按照清代学者章学诚
“

六经皆史
”

的

说法
, “

经
”

也属于广义的史的范畴
。

如此一来史学就在启沃心

灵和智慧的知识宝库 中占了主体 的地位
。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

斯也有类似说法
“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

即历史科

学
。

历史可 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

可以把它划分为 自然史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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