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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多年来郭金彬教授在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成绩斐然，他的《中国科学百年风云——
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论》（1991年）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1993年）二书相互辉映，在国
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近年来他在厦门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与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徐梦秋教授合作，组
织编写《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
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批书稿即将付印，真是可喜可贺。
从已有的书稿内容来看，我觉得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会把中国科技思想史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
《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郭金彬、孔国平著）、《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詹石窗著）、《中国技
术思想史论》（王前著）、《中国现代科学思潮》（李醒民著）、《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周
昌忠著）、《管子的科技思想》（乐爱国著）、《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技》（刘兵著）⋯⋯从这
些书名和作者就可以窥见这套丛书的阵容和水平了。
这批作者都是对他们所写的专题深有钻研的专家，而且题目分布面很广，几乎涵盖了中国科技思想史
的方方面面。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我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展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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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中的一部，分上下两篇。
上篇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认识的科学思想，依次论述先秦、两汉、隋唐和宋明清等各时期的
历史认识科学，并对中西史学中的科学思想进行比较。
下篇则在借鉴历史认识已有的科学思想基础上，面对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结合作者二十
多年的研究，深入探究分层次的历史认识的客观真理性，并分层次地检验历史认识的科学性，运用层
次方法科学地建构历史认识论。
    本书适于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和历史工作者，以及相关专业大学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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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　  第一节  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的思想方法　    一、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的总体评价
　    二、凸显认知方法的主体性　    三、张扬当代性的主体认识论　    四、凸显相对性的主体论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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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检验　    三、评价性认识与实践检验　    四、史学的检验特征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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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学认识中的实录思想就中国古代历史认识而言，强调历史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真实
性，注重历史记载的客观与真实，以及注意认识过程的客观表述是其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注重历史记载的客观与真实，使中国古代史学较早就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也为中国史学
独立于世界史学之林并常常领先于世界史学创造了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史学，从先秦史学的书法不隐、两汉史学的秉笔直书、唐代刘知几的史学评论，历经宋代郑
樵和朱熹的历史认识论，直至清代的考据史学，可以大致描述为如实记载是基本要义、秉笔直书是治
史态度、客观真实是不懈追求的发展历程。
因此，把中国古代史学的科学思想界定在“实录”这一历史认识层面，以实录为主线考察中国古代史
学的科学思想及其求真历程，可以基本概括中国古代史学的科学性。
第一节 先秦史学“书法不隐”的客观性对于史学产生初期的先秦史学来说，史实是否真实，当是首要
之责。
其时的史学记载能否达到“真”，最基础的根基在于记载历史事实的条件是否具备。
从史学产生的条件看，文字和历法是历史记载的两个重要条件，有了文字，才有记载历史的工具；有
了历法，才能具体表达历史进程的时间顺序。
这两个重要条件是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只是人们不太注意其对历史认识之“真”的作用。
这两个重要条件在商代已经有了，于是，商之前夏的历史是不明确的，商才有明确的历史记载。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认识的科学性>>

后记

我从事历史认识论的学习和研究，得益于1986年西北大学彭树智教授在青岛市委党校时的启发，我的
硕士导师山东大学刘明翰教授、张志宏教授的鼓励，移居德国的项观奇教授的指导。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陈启能研究员、于沛研究员、姜研究员给了我无限的
帮助和关怀，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张文健教授给了我启迪和鼓励！
当然，近几年来，厦门大学哲学系郭金彬教授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的教诲和帮助，进一步提炼了
本人的历史认识论思路，增加了历史认识的科学性探讨兴趣。
所有这一切都为本书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基础！
二十多年来，无论是为了学业，还是为了应付繁忙的工作，都得到了妻子林小洁的支持和帮助，她不
仅默默地承担了家务，还尽可能地帮助做些审校工作，本书最后的文字审读，也是由她来完成的，对
此我深表谢意！
在繁复的工作中，对父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关心显然是不够的，有时是一年难得见上一面。
2006年8月间，母亲的突然过世，更感为儿之未尽孝。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那份辛酸与欣慰，不禁油然而生，百感交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认识的科学性>>

编辑推荐

《历史认识的科学性》为“厦门大学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中的一本。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九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史学认识中的实录思想，中西近代历史认识论所蕴
涵的科学思想，当代西方史学认识论的科学性评价，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历史认识
过程的科学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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