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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术史表明，在激进主义背景与新左派历史语境下，借由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英国的广泛传
播，也得益于长期浸淫在西方新史学的学术潮流中，２０世纪英国史坛涌现一支由新老两代史家群体
共同构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从历史时代和学派演变看，两代史家群体所造就这个社会经
历相近、学术生涯迥异、史学诉求互补和理论学渊相似的史学流派，相继以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与略
有差异的史学思想而突显于国际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两个向度，影响了英国
史学趋势及国际史学潮流。在全球史学史与思想史的双重视域中，梳理２０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范式的生成境遇，探讨其史观逻辑及代际差异，审思学派演进的动力机制、内涵特征及学术嬗变，具有
重要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英国学派及理论取向

作为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中最活跃的流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英国现当代史
学体系中虽非属主流却具有重要地位，经历了一种曲折持续和更新迭代的学术路径。２０世纪三四十
年代起声名鹊起的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
布斯鲍姆、维克托·基尔南、约翰·萨维尔、乔治·鲁德、多萝西·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等构成了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渐露峥嵘的佩里·安德森、罗宾·布莱克本、拉
斐尔·萨缪尔、汤姆·奈恩、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等第二代“新左派”则被称为新生代马
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派群体著述丰硕，成员大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譬如在当代国际社会和学术思想
界，霍布斯鲍姆被冠以英国“新社会史家、新左派史家、近代史学大师、马克思主义史家”等多种称谓，

出版著作４０余部，其中独立撰写近２０部，专题论文、学术书评和评论文章等不计其数，彰显了专业化
追求和大众化取向，极具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梁民愫：《英国学派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２０１２年霍布斯鲍姆逝世后，英国学界出版了四
本涉及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伦敦大学与《过去与现在》杂志联合举办“霍布斯鲍姆之后的历史学”国际
学术会议，总结其学术遗产，讨论“英国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的历史学”走向及其对２１世纪历史学的价
值。国内学界反思了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的史学趋势，认为如何解读“过去”是关键问题。基于国内外
现有研究的论争考察与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分析可知，所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意指从２０世
纪英国历史脉络出发，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以唯物史观与理论关照为导向，遵循、演绎与赓
续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在全球时空视域与多维史学领域里，选择特定研究对象及相应史学方法，构
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迭代更新、史观逻辑及史学书写风格。观滴水而知沧海，在特定历史阶段
与文化情境之中，第一代史家群体的英国实践开创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新社会史学取向，
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与整体社会史的历史书写实践相结合。

从最近掌握的国外学界研究看，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与评价，基本上与西方新史学及
马克思主义史学潮流的形成同时起步，有关学派史学的研究包括学术著作、专题论文、学术书评和学
位论文等，可谓卷帙浩繁，其中代表性论文有数百篇，简直不胜枚举。在许多学术期刊数据库及国外
史学数据库或网络资源中，能够见到大量反映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研究成果，散见于《英国历史评
论》《今日马克思主义》《过去与现在》《激进历史评论》《新左派评论》《历史工作坊杂志》等数十种国外
专业期刊。纵览国外相关论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英美学者初步审视了第一代史家群体、英国新
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衰历程：第一，哈维·凯伊率先推出对于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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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概论性研究；第二、霍尔和萨缪尔在《“第一代”新左派》《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
义的失落》等著作中突出论述了新左派运动、社会主义与历史变动情况；第三，麦克尔·肯尼、斯蒂
芬·伍德海姆斯、基斯·雷伯恩、丹尼斯·德沃金、中国旅英学者林春撰写了《第一代新左派：斯大林
之后的英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形成：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与激进知识分子（１９３６—１９５６）》
《英国马克思主义：分化、衰落和复兴》《英国新左派》等著作，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维度，重点
论述了战后两代新左派知识分子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及曲折命运；第四，布莱恩·
帕尔默、斯科特·汉密尔顿等分析了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政治性和现实性，杰拉德·麦肯
则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考察汤普森的政治思想研究。普拉卡什·喀拉海关于维克多·基尔南的贡献
研究，保罗·赫斯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书写研究，格雷戈里·艾略特从历史和政治的关系角度关
于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诸如此类研究都非常有价值。

国外数以百计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丰硕成果，离不开众多当代西方学者的学术贡献，举
其要者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理查德·托尼、大卫·麦克莱伦、彼得·伯克、
尼克·史蒂文森、威利·汤普森、乔治·埃尔顿等数十人。比如伊格尔斯等人从整体性叙述的角度特
别涉及两个层面问题，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与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美国及北美史学的影响；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角度，论述从
中心到边缘视角下当代俄罗斯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同时阐述了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国家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述［王晴佳、伊格尔斯主编：《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史》（Ｑ．Ｅｄｗａｒｄ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　Ｇ．Ｉｇｇｅｒｓ，ｅｄｓ．，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国家学术院第９期专刊”推出了克里斯·威克姆编著的学术
文集，其中包括霍布斯鲍姆在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当前国际史学的状况分析，特别是面对冷战
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与历史终结论，及时做出回应，肯定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强大解释力
与方法论意义（克里斯·威克姆主编，段愿译：《马克思主义与２１世纪史学编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国外史家的学术理念与基本观点值得借鉴，对于了解“新左派”运动及战后英国
马克思主义的兴衰成败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文化视野与社会历史语境。但
它们在研究视角和分析理路上也有所缺失，比如从长时段与整体性的角度，关注学派史学的演变脉络
与史学观念的迭代更替等问题。比如凯伊以第一代史家群体为论述对象，借以阐明学派的治史趣味
及理论取向，但略显不足：其一，总体勾勒了学派史家群像，却未能深究其史学思潮嬗变的兴衰之理；
其二，未能涉及安德森、罗博瑟姆和霍尔等“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

自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思潮就从对抗碰撞走
向对话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正式形成、规模发展和思想流向也经历了阶段性演变，呈现了
独特的时代品格、史学内涵和英国色彩，既体现了由党派史学向着科学史学转变、学术政治化走向学
术思想化的历程，又昭示了史学观念的代际更替性和史学实践的社会连续性，表现了两代史家群体在
理论发生渊源、新左派政治语境与史学实践形态上的变化：

第一，曲折中有前进的学派形成阶段（１９３０—１９５０）。该阶段既是党派政治取向与政治祛魅的理
论悖论期，也是群体史学观念与学术规范的生成发轫期，更是史学范式由经验主义向理念主义转变、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萌芽勃发期。比如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积极参与劳工史研究协会，践行
早期劳工史、社会主义史和工人阶级史研究，呈现了由英国传统劳工史转向社会经济史取向的学术路
径。第二，共性中显个性的学派发展阶段（１９６０—１９７０）。该阶段学派史学范式的日渐成熟，霍布斯鲍
姆和汤普森等人提倡跨学科理论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解释模式和价值观
遭受批判挑战。比如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经济社会史学会，主导了激进史学思潮与劳工史学传
统的深度结合，劳工生存状况成为史家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最终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文化研
究及语言学转向的学术语境中，自汤普森首创把阶级意识形成、阶级作为行为经验与阶级文化分析
始，第一代群体倡导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研究，突显了“新左派”文化批评意
识及其对后世史学的进步意义。第三，动态中有静态的学派转型时期（１９８０—１９９０）。这是学派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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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的渐趋沉寂与衰落复苏时期，学派前辈学者在与第二代史家群体展开社会批判与理论论争的学
术境遇中，在７０年代后欧美解构主义思潮的背景下，重新寻求史学变革的内在力量，深化了马克思主
义史学传统及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该阶段学派流变再次由经验主义式的整体社会历史书写向理念主
义式的社会批判理论递变，从汤普森到安德森的史学叙事是其中的动力因素及典型范例。

第二代史家群体则在英国史学“文化转向”中调整学术领域，赓续汤普森史学“文化转向”的理论
遗产，展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成就，迎合了新社会文化史学的发展路向。基于“从汤普森到
安德森史学著述”文本分析与理论属性论析，结合２０世纪西方新史学思潮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的共生条件与学术语境，可发现两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属性及其内在逻辑上的变化：第
一，他们在经典理论基础上都重视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进立场，注重历史解释的社会功能，这反
映了诸如从汤普森到安德森史学思想的学术源流和实践效应，也映照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
理论倾向与思维框架。第二，在特定社会激进历史背景和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学术视野中，可发现从
汤普森到安德森那样的典型史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理论引领力，进而明确新左派政治“文
化”思潮在史学实践中的整体性叙述、创造性表达与现实性张力，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文
化理论及传统特质。

正是学派两代史家群体的开拓进取，逐渐形成了理论争辩性的史学流派，创造了多样性的史学实
践，奠定了丰富性的史学体系，呈现了学派更替的研究领域及阶段特征。不论是第一代史家群体倡导
“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还是第二代史家群体强调“自上而下”的阐释维度，都共同构建了整体社会史
学路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多维领域中，推进有关阶级形成、劳工生活、社会革命、社会反抗和制度变
动等议题，获得了普遍意义的著史经验，得出了特定价值的学术结论。就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属性而
言，学派坚信的理念与遵循的原则是：“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
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８３页）他们不是套用现成的历史理论，而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
范式延续，实践创新了新史学潮流中的底层经验史、劳工社会史、妇女性别史、新文化史等诸多分析路
径。在西方学者看来，在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中，特别是那些被视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
史家，或者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典型史家，在面对系列共同的理论前提和历史主题时，经常能够达成
共有的史学理论取向，形成颇具特色的史学方法论。凯伊认为该学派史学至少有两个理论贡献，一是
拓宽历史研究中阶级经验及其意识概念，二是重新肯定历史主体的动力作用。他们坚信以唯物史观
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承认社会生产方式及其运行结构的基础作用，始终批判庸俗僵化马克
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理论运用与实践结合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机械思维，反思其历史总体性线性进步观念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型，在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的广泛联系中，历史地考察其辩证关系，强调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从理论取向与现实关怀
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得以推进并取得非凡学术建树，根由或许得益于学派对英国政治文化的
持续关注及历史理论命题的深入反思。

二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观逻辑及代际差异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理论取向及史学思潮的核心价值为学界称道，不管是汤普森的“文化转
向”研究，还是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或是其他史家的史学观念及理论取向，第一代史家群体
无疑在中西学术界获得了更多关注认同。从史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史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看，两
代史家群体及其史学实践形态，共同演绎了学派的代际更替及其史学范式的内涵逻辑，在史观逻辑与
史学书写类型、史家身份认同与史学价值取向等方面，学派著作体系呈现和映衬了英国时代精神及社
会历史变局中的史学思想嬗变与社会文化风格。

第一，学派发展表现为代际传承、理论脉络及学术转向，实现了由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
整体社会历史书写转向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的社会理论批判类型的过渡，表现为两代史家群
体的代际传承及其史学观念对社会思潮的塑造功能。究其根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长期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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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述经验与社会实践活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风气与学术传统；二是现代英国史学的书写
“人民史”传统及精神世代赓续，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理念及史学实践。恰是受益历史
书写上“传统与变革”精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经由“系统的创立和运用‘从底层向上看’的理论
方法”得到实践体现。自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大都重视底层民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
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并演化为一种强调下层民众历史经验书写与上层社会
历史分析视角相结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嬗变。

第二，英国社会政治思潮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学科精神构成与社会价值诉求，强化了学
派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及解释能力，促进了其相应政治实践的行动效率及力量重构。犹如艾略特所
认识那样，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整体思想群像与个性学术禀赋，既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又
都与新左派危机及思想密切关系。然而立足英国新左派运动的考察，则为深入研究该史学流派提供
重要的政治资源与社会语境，继而有助于阐明两代史家群体的治史趣味、理论取向和学术诉求。从英
国新左派运动、社会思潮发展和史学思潮迭出的共生关系看，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及社会思想家对
英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实际上这与英国早期社会主义传统关系密切，到１９５６年
前后，第一代史家群体积极投入英国新左派运动及相关社会实践运动，学派理论创新热情极度焕发，
学术思想创造最大激励，史家著述成就涌现井喷。社会运动与史学实践的相续结合，在基本史学观
念、不同专业领域和多元史学著作方面，形塑了史学共同体的整体良好群像：既有多布以研究资本主
义经济形态及历史进程而闻名于世，也有希尔致力英国１７世纪革命史领域，希尔顿以封建主义与农
民问题为学术旨趣，更有霍布斯鲍姆基于底层视野的整体社会史研究传统，汤普森以英国工人阶级形
成研究而著称，还有以研究社会文化史而闻名的威廉斯，以及后有萨维尔在劳工运动和社会经济史研
究领域成果斐然。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概因家庭背景、文化教育和禀赋个性的差异，第一
代史家的研究领域、史学观点和学术立场也非完全一致，相较于第二代史家则更具内在差异性，这种
代际差异实质反映了两代史家群体的史学书写风格及史学解释路径，这从汤普森史学论述中可见一
斑：“在英国，以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工作，它意味着在马克思所奠定的一种传统内工作，
这种传统因威廉·莫里斯独立和补充性的见识而得以丰富，因近来一些人的专门研究而得以扩大。”
［Ｅ．Ｐ．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Ｅ．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
ｓａｙｓ），伦敦：梅林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３３页］然而在此迥然有别中，也蕴含着学派理论的基础前提
与普遍构件，体现了两代史家群体历史研究传统的理论指导与哲学前提的批判选择及殊途同归。正
如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帕尔默所认为，两代史家群体从整体上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
法，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

第三，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与史学思潮的文化转向，决定了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必然给予历史
变迁中的文化机制、心态因素更多重视，尤其第一代史家群体籍此奠定了学派由传统社会经济史学取
向到新社会文化史学取向的范式转换。从历史表述看，汤普森无疑树立了史学典型与学术榜样，在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阶级”阐释理论中，他认为唯有将特定历史对象中的文化心理要素分析
与传统的经济、政治等因素融合，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生活的历史经验提供更合理的综合解释，才能更
接近历史事实的真实面貌。相较于汤普森“阶级”概念界定将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放在了突出重要
位置，霍布斯鲍姆则认为史家任务之一就是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思想，弄清人民对一个理想社会，
或者可以忍受的社会现实及其真正要求是什么，他们到底想从这样的社会中得到什么。研究可见两
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强调，为了理解在历史发展中社会要素的功能作用，就应重视社会文化传
统和社会心理因素是否与社会变迁存在直接关联。恰如论者所言，为更好回答类似问题，史家必须了
解人民的所思所想，必须明晰文化在确定群体间相互认同与社会阶层秩序的作用，从而了解文化心理
对于行动的激励作用。

从理论的传统渊源与思想的传承赓续看，在英国史学界和文化学界，英国第一代史学家群体的思
想创造与史学实践为改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面貌、为促进“文化批判”自觉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者认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不断强化的影响下，“理论、历史和文化”一度成为英国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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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与社会文化思潮中的强大术语，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和其他学科学者，或从文化批评传统，或从历史
理论视角，或从社会反思角度，或从跨学科视野，共同推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提升了英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术事业。主要体现在：一则，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僵化教条，树立对待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态度，成为一切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前提；二则，构建“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种
理论创设与两代史家群体结合英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英国历史问题的努力分不开；
三则，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念及社会历史影响，认为人道主义和社会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革命
与英国社会变革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两代史家群体在史学取向、学术见解和社会活动领域都存在较大差异，从史家身份、政治立
场和理论认同的代际转向看，成员大都经历了从激进主义到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转变。２０世纪
五六十年代国际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发生变化，英国学派内部产生了政治立场分化，促成了史学价值
取向转换，涌现了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他们或脱离共产党组织，或具非共产党员身份，却以遵
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著称于世。从学派代际转换及其思想赓续看，这里要强调第二代史家群体的
史学实践、理论逻辑及社会批判效应。他们大都生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员多是牛津、剑桥、伦敦
经济学院等高校激进新左派本科生和研究生，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初期都曾与第一代史家群体并肩
战斗。随后，由于受到错综复杂激烈蓬勃的第三世界革命运动影响，这些青年学生拥有了更具国际化
的眼光，在社会历史意识及政治理想目标上表现出更具反思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诉求，这与前辈史家
更多聚焦国内视域与英国历史本土有着明显不同。虽然两代史家群体身临其境于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
大、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和第一次核裁军运动等国际政治环境，大都切实体验了苏联社会主
义实践的严重挫折，感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想幻灭及双重悲剧，但在政治运动和史学实践上，第二
代史家群体却更具激进主义倾向，试图寻求比前辈史家更为激进的新左派运动实践方式与社会历史
解释模式。伴随六七十年代英国新左派运动实践的兴衰沉寂，安德森等第二代史家群体旋即远离激
进政治，专注学术与开拓史学实践领域，主题论域触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等诸多
学科理论：一是英国及欧洲社会文化特性、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二是新左派政治理论、
政党政治主张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三是聚焦社会的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及历史现实问题，探究
历史源流、历史思想、社会文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作为第二代史家群体典型代表，他们发表论文，出
版著作，造就理论新建树，拓展学术新范式，开创史学新局面。

总体上，从史学思想的变动与社会思想的走向看，时代潮流似乎不断证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思潮也存在着因时代更替的变与不变的观念冲突，呈现了思想交错和动态变迁的整体景象。到１９６２
年以安德森任职《新左派评论》主编为标志，两代史家群体的政治“裂痕”变成了思想“鸿沟”，第二代史
家群体转向了欧陆马克思主义谱系，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其治史原则的直接理论来
源，他们以批判、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自居，建构自认为更加革命与科学的新马克思主义
理论形态，难免导致理论立场时有偏离。面对新生代史家群体的观念批判及理论倾向，虽然汤普森也
针锋相对甚至宣称阿尔都塞主义是“最后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化的意识形态”（Ｅ．Ｐ．汤普森：《理论的贫
困及其他论文》，第１８２页）。但是任何人都不能简单把结构主义转型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立而看
待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史学著述与社会实践中，处于理论范式转变的第二代史家群体实质上从“结构
主义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了理论资源，提高了当代英国史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在方法论上继承前辈
史家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实践创新。譬如，安德森以研究西方新政治史、英国工人运动史、欧洲社
会形态发展史而成就卓越，布莱克本以研究美洲奴隶制史而蜚声史坛，罗博瑟姆以社会性别与女性主
义史学研究而声誉渐隆，甚至长期被忽视的萨缪尔则从新文化史视野书写人民历史而引人注目，由此
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迭代进步。实际上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是，第二代史家群体作为战后英国史学界的一种新生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领域里，经
由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国“历史工作坊运动”声名远播，对７０年代后英国女性主义史学复兴及传播做出
了贡献；二是，第二代史家群体作为后起的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文化批判家，在“文化马克思主义”
既有学术疆域中，革除其经验主义倾向与非理论化趋向，使得学派史学思潮更具批判意识而凸显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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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界。

三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路向

从史学比较与整体主义的角度看，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大体触及了有关学派及史学
思潮的历史认识和史学认知，但是大都尚未从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学术脉络的整体视角和观念
转变的比较分析出发，全面系统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与学术路向。就中国学
界看，概览港台学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陈玮鸿的普及性文章《英国马克思主义》和周
樑楷的著作《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后者集中讨论了第一代史家群
体及其基本史学观念，除此尚未见有创新性成果。大陆学界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表现为两
个层面：其一，基础性的史学概论著作及著作翻译，或从相关学术史角度，或从典型史家个案与西方新
史学潮流的关系角度，初探学派史家的理论构想与学术成就，陈启能、于沛、庞卓恒、张广智、姜芃、刘
军、徐浩、钱乘旦和程汉大等代表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二，乔瑞金、张亮、贺五一、刘耀辉、初
庆东等数十位中青年学者分别通过学术专访、专题论文、学术评述与著作形式，聚焦学派典型史家的
讨论，略有６０余篇相关论文与多部学术著作。高校科研机构相关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聚焦了汤普
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希尔顿、安德森、萨维尔、奈恩等史家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与学术取向
上，初步展现了该学派的整体际遇、思想特征与学术成就。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学界越发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著史成就及学术贡献，霍布斯
鲍姆等第一代史家群体始终受到更多的重视，为深入揭示学派流变的代际传承和史学思潮的思想逻
辑，奠定了学术基础，但系统探讨其史学理论及核心观念的研究却不充分。譬如有关“过去、现在和未
来”时间观念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本中如何获得历史表现与实践表达，形成了怎样的理论逻辑与
史学叙述，这类考察尚显不足。究其原因，一是，限于研究目标和主观取向，学者忽视了在长时段视野
下，针对学派典型史家与整体群像的系统比较；二是，限于原始档案资料和学术研究条件，缺乏对于学
派第二代史家群体的深入分析与代际比较。例如，在社会制度与学术环境的语境中，基于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整体视野，如何深入分析在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史学兴起、七八十年代社会文化史
学复兴及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过程中，学派整体与典型史家的复杂面相及内在逻辑，凡此问题及
相关领域都应在史学理论反思及历史研究实践中给予重视与关注。

就当前国内外研究及动态趋势看，一方面，国外率先注重学派典型史家的人生境遇、师承谱系、家
学渊源及著述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本身也深受学派史家观念根植于英国经验主义和党派激进主义的
社会政治文化影响，因而国外既有成果表现出多重视角与复杂性特征；另一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
国内学界就有关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等及其两代史家群体差异的学术思想问题和相关论著
问世，无论成果数量还是广度深度，都有待深入。在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的交互变奏中，基于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视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未来趋势应是：第一，结合社会历史环境，考察其政治传统及史观
构成，继续关注和深化有关典型史家的史学思想内涵；第二、强调在激进历史与史学文化的互动视角
中，针对具体史家比较与史学思想的传播研究；第三、在史学思潮的代际传承及史学观念的谱系嬗变
中，重视两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比较、当代价值及社会影响研究。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未来进路，取决于如何深入阐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史
观逻辑、实践特征及学术路向，继续关注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代际更替需要构建两个学术
前提：一是重视夯实史料基础，收集整理原始文献资料。比如挖掘英国共产党与学派机构的档案文
件，整理学派内外学术交往和社会活动日常的原始史料，从研究对象的同情共感角度，重视包括关于
史家群体的传记研究及著述文献的整理阐释。二是构建理论方法视域，拓宽对象分析视野，综合分析
典型史家的人生际遇、学术政治及其史学观念。比如从历史观念逻辑与史学认识论上，借鉴社会科学
理论方法，构建分析模式，透视两代史学群体的理论逻辑及世纪嬗变。学派研究取向及未来路径，可
从两方面逐次展开：一则，强化全球史学史的研究进路。比如从史学接受与影响传播的角度，梳理《激
进历史评论》《新左派评论》《过去与现在》等专业期刊在展示与发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著及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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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阵地交锋作用与观念载体功能。还应该从史学观念嬗变与史学实践传播的角度，着眼较长的
历史时段，系统明晰其学派史学在中西方学术界的价值接受及域外反响。近年有学者考察《过去与现
在》的创刊历程、办刊主旨及后续演变，既有助于廓清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图景，也有助于了解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书写的观念与实践。二则，重视全球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全
球分布及影响传播，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兴衰利弊，梳理两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流变，彰显其
史学实践的学科贡献。

简言之，发现新材料，转换新视角，运用新方法，选择探讨学派史家的典型史观，阅读其代表性历
史著述，分析其史学语境与史学观念，揭示其思想特色与学术旨趣，仍然是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思潮变迁的题中之义。因此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转换研究，需要继续重视比较分析的双向维
度：其一，从全球史学史的层面，深化学派史学语境与社会生成语境的历史逻辑及实证分析。英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既源于英国特定社会历史时代，又推动了英国社会思潮的更替，学派史家对英国特
定社会历史的文化解释与社会文化构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在英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学
派史家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分析和理解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变化，构建合理的社会历史理论和
科学的史学思想认识，他们在史学实践中创造性的历史认识、活动能力和思维方法，无疑具有修正社
会文化思潮及发展方向、形成历史崭新风气的定向作用。其二，从全球思想史的层面，深化有关英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制度机制和代际转换的动因分析及机理探析。从史学思潮兴衰嬗变及发展动力角度
看，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代际更替的动力因素，既源于西方新史学潮流的学科文化转向，也
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应对西方社会变动与采取历史行动时的理论自省及实践张力。在相当长
时期内，确如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对域外史学思潮产生深远影响那样，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也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全球影响。学派演化史表明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西方史学范式的实践更新与实证途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的史学策略与认识论诉求，彰显
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两代史家群体及其史学实践的理论逻辑及自觉导向。就学术思想
的丰富性、差异性及社会性而言，围绕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与合法
性问题，新老左派史家之间论争激烈，一方面两代史家群体也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及治学传统而
相互关联与相互兼容，另一方面两代史学群体在历史观与史学观的某种隔阂及鲜明表征，正是其追求
史学功能效应的可能路径和史学实践方式的殊途同归。从学派内外语境与比较史学的角度看，英国
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的思想差异、同时代或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的心
灵神合和理论分歧又是对视并存的。尚且需要重视和值得探究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能够
在英国构筑令人瞩目的流派群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也存在一些主要缺陷，这既源于存在两代
史家群体的代际差异，及其史学思想内外论争，又囿于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历史思想与学术体系，从
而弱化了其对英国学术思潮的创造性影响力，也减弱了对社会文化思潮的现实性表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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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述

黄　璐

意大利的历史学科学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中期，其标志之一是１８４６年都灵大学设立的首个历史
学讲席。在此前的历史研究中，基本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厚古薄今倾向，古代史、中世纪史是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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