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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余英時（1930），當代美籍華裔史學家。代表作有《漢代貿易與擴張》、《方以智晚節考 》、

《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士與中國文化》、《朱熹的歷史世界》等。

余英時的史學思想的形成與現代中國社會有密切的聯繫，同時也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其

「中國情懷」是他史學思想的立足點。余英時通過對漢代經濟史、思想史、清代思想史及宋代政

治文化史的研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史學思想。

歷史觀上，余英時堅持人文主義多元進化史觀，這是他的史學思想的核心。他所主張的歷

史人文性決定了其進化觀的獨特性。他否認歷史有規律或通則。與此相一致，在歷史發展動力上，

他堅持多因論，反對決定論。他一方面承認思想文化、經濟、政治、地理等因素在歷史發展中

各起作用，另一方面又對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論述。在歷史與現實關係上，他贊同由現

實而研究歷史，研究歷史反過來關照現實的，但同時又認為兩者是不同的，應當有一定的距離。

余英時認為史學是人文科學。他認為史學有兩個層次：哲學層次和史學層次。在主體和客

體關係問題上，他堅持主客統一論，希望能化解兩者的矛盾。他主張運用「同情的瞭解」來達

到主客的統一。

余英時在史學方法上主張「史學有法但無定法」，針對不同的歷史研究物件，選擇不同的研

究方法。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他主要運用比較方法、內在理路、心理分析、想像、典範等方法。

其中，中西比較是余英時治史的基本立足點。

余英時的史學思想有理想化的傾向。他的人文主義史學觀帶有「唯人文主義的」的傾向，

但其魅力在於多元性、豐富性和啟發性，認真總結和反思他的史學思想將有益於中國當代史學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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