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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文革
”

结束后 至 当代 中 国研究所成立前 ， 是 国 史研究 学术建制 的探 索 完成 时期 。 这个 时期 ，

国 史研究 学术建制 的发展历 程大致分三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 ， 自

“

文革
”

结束至 中共十
一届 三 中全会开始前 ，

胡乔木提 出
“

赶快着手研究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史 ， 中 国社科院成立现代 史研究 室
； 第 二阶段 ， 中共十一届 三

中全会结束后至 １ ９８２ 年底 ，
编 写 《 当代 中 国 》 丛 书 启 动 ， 中 国社科院拟成立现代史研究所 的 建议未被采纳 ；

第 三阶段 ， 自 １ ９８３ 年至 １ ９９０ 年底 ，

以 当代 中 国研究所成立 为标志 ， 国 史研究 学术建制取得 实质性进展。 学

界在探索 完成 国 史研究 学术建制 的 十余年 时 间 里 ，
始终贯 穿 着 明 确 的 学术 自 觉 意识 。 这是完成 国 史研究

学术建制 的 重要思想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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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
”

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 ， 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 （ 简称
“

国史研究
”

） 学术建

制的探索完成时期 。 这个时期学界重新提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的任务 ，并试图建立专门机构来

推动国史研究 。
① １ ９９０ 年 ， 以当代中 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 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 那么

“

文革
”

结束后至当代中 国研究所成立前 ， 学界是怎样认识国史研究 ，并为 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做过哪

些努力 ？ 尽管这些问题在国史研究学术史论著中常被提及 ，但对其演进过程则语焉不详 。
？ 笔者认

为 ，学界对于
“

文革
”

结束后至 当代 中 国研究所成立前 国史研究学术建制 的 问题实有重新讨论之

必要 。

＿

、
１ ９７６
—

１ ９７８ 年 ：

“

赶快着手研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文革
”

结束后 ， 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 。

一方面 ， 哲学社会科学界深人开

展揭批
“

四人帮
”

的斗争 ，使遭受极大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得以拨乱反正 ； 另
一方面 ， 大批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机构成立或恢复 ，保证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顺利展开 。
１ ９７７ 年 ５ 月 ，

“

中 国科学院哲学社

①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学界就提 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史 的任务 ， 并产 生初 步成果 。 参见储著武 ： 《 关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国 史研究再认识 》 ， 《 当 代 中 国 史研究 》 ２０ １ ４ 年 第 ６ 期 。

②２ １ 世纪以 来 ， 学界关 于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 学术史研究成果不 少
，

如程 中 原 ：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研究 的 回 顾和

前瞻 》 （ 《 当代 中 国 史研究 》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 ： 朱佳木 ： 《论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研究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期 ） ；

宋 月 红 、王爱云 ：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研究 的理论与 方 法 》 （ 当 代 中 国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
张星 星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史

研究 四十年 》 （ 张海鹏主编 ： 《 中 国 历 史 学 四 十年 （
１ ９７ ８
—

２００８
） 》 ， 中 国社会科 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８ 年版 ） ； 李 正华 、秦颖 ：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 学科建设的缘起 、发展与展望 》 （ 《 河北 学刊 》 ２０ １ ９ 年 第 ５ 期 ）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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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部
”

改名为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

， 对以后 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 胡乔木作

为 中 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 ， 到任后立即着手考虑中 国社会科学院 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何

发展的问题 。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任务着重提出来 。

１ ９７７ 年 １ １ 月 １０ 日
， 由胡乔木提 出并以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临时领导小组名 义 向 国家计委报送的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指出 ：

“

在研究和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方面 ，要写 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史 、 土改运动史 、三大改

造运动 、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经验总结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等专著 。

”

②在这个设想 中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率先提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 。 随后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启 动制订本院三年和八

年科学研究规划 ，并联合教育部等机构制订全国历史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 这些规划都列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任务 。

（

一

）

“

赶快着手研究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

１ ９７ ８ 年 １ 月 １ １ 日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制订三年和八年规划动员会 。 胡乔木在会上指 出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 ，要赶快着手研究 。

”

？所谓
“

赶快

着手研究
”

，具有双重意蕴 ：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个空 白领域 ，值得研究 ；

二是研究 中华人 民共

和国史具有紧迫性 ，要尽快进行 。 作为共和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胡乔木的倡议体现出他敏

锐的学术 自 觉意识 。
１ ９７ ８ 年 ２ 月 ， 胡乔木 、邓力群 、 于光远共同提出 《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

一百

例 》 ，其中强调中 国社会科学院要撰写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以及各种专题著作 ， 如
“

抗美援朝战争史
”

“

中 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中 国共产党对
‘

四人帮
’

的斗争
” “ ‘

四人帮
’

批判
” “

中 国的社会主义革

命
” “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

等 。
？２ 月 ２ １ 日

，胡乔木拟订一份《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 （ 草案 ） 》 ， 提出

建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
”

的设想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作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 ，

拟成立 国史研究机构 ，这本身意义就不一般 。 ３ 月 ，有学者建议编写中 国共产党史 、 中 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史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 。
？６ 月 １ ２ 日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直接承担 《毛主席 的生平和思

想》 《 中 国革命简史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书 的写作任务 ， 强调
“

《毛主席的生平和思想 》 、 《 中华

人民共和 国简史 》两书 ，争取明年写出梗概 ， 以应庆祝建国 ３０ 周年的需要 。

”

？

随着学界提出赶紧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 ，成立国史研究机构便提上 日 程 。 但是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一开始并没有成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
”

， 而是转向成立现代史研究机构 。 当时

学界认为 ， 中 国现代史是 １ ９４９ 年以来 中 国历史 ， 中 国现代史就是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史 。
１ ９７８ 年 ５ 月 ，

史学界提出 的 《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 》指出 ：

“

中 国历史

现代部分断限至 １ ９５７ 年 ， 即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涉及的最后时间 。

”

？李新明确指 出 ：

“

中 国现代史 ，

从 １ ９４９ 年新中 国成立开始 ，直到现在 。

… … 中 国现代史 ，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 ，是属于通史性质

的 ，应该包括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 内容 ，要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面貌 ，所以它的分段就与

中共党史的分段不完全一致 。

” ？ ６ 月 １ ２ 日
， 中 国社科院向 中共中央副主席 、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呈

报 《关于拟增设新所和拟增编 ２００ 人的请示 》 ，其中准备筹建的新研究所有
“

现代史 （ 中 国革命史和中

华人民共和 国史 ）研究所
”

，并指 出
“

虽有近代史研究所 ，但从未研究过五 四运动以来和建国 以来的现

代史 ，原有的机构也不适宜于担负这项任务 。

”

⑩７ 月 １ ５ 日 ，李先念批示
“

拟同意
”

。
？ 以此来看 ， 中 国

①朱佳木 ： 《 胡乔木在 中 国社会科学 院初创 时期 的二三事 》 ， 《 光 明 日 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３００ 。

②③ 《 胡 乔木传 》 编写组编 ： 《 胡 乔木与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 ，

人民 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２４８ 、２５４ 、 ２５９ 、
２６４ 页 。

⑥杜任之 ： 《 实 事求是 大干快上 》 ， 《 光明 日 报 》 １ ９７ 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⑦⑩ 中 国社会科学 院院 史研究 室 编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文献汇编 ．

２
（

１ ９７８ 年上卷 ） 》 ， 内 部编 印 ， 第 ３ １ ０ 、 ３ １ ２ 页 。

⑧ 《 中 学历 史教学 大纲 和教材 中几个原 则性 问題如何处理的初步 意见 》 ，
油 印材料 ，

丨 ９７ ８ 年 ５ 月 印 。

⑨李新 ： 《 关 于 中 国 历 史分期 问题——主要谈 中 国近现代 史 的 分期 问 題 》 ， 郭德宏主编 ： 《 百 年风云—— 中 国现代

史学会 ３０ 年论文选 》 ， 中 国 三峡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１ ３ 页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院 史研究 室 编 ：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 编年 简 史 （
１ ９７７
—

２００７
） 》 ， 社会科 学 文献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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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 ，转向成立现代史研究所 ，源于人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

中 国现代史范畴具有一致性的认识。 即便是这样 ， 中 国社科院也没有成立现代史研究所 ，而是先着手

成立现代史研究室 。
１ ９７ ８ 年 １ １ 月 ７ 日

， 中 国社科院发出 《关于成立现代史研究室的通知 》 ，指出 ：

“

经

国务院批准 ，我院新成立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

。

”

１ １ 月 ２２ 日 ，该室印章正式启用 。
① 很显

然 ， 现代史研究室得到 国务院批准 ，其级别与地位 自然不一般。

“

这个研究室是直属院部的与所平行

的机构 。 除科研工作外 ，其他工作则 由近代史研究所代管 。

”

？

（
二

） 全 国 历 史学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中 的 国 史研究

１９７ ８ 年 ６ 月 １ ３
—

１ ９ 日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在天津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 。 这次会议修改制

订 《 １ ９７ ８
—

１ ９８５ 年历史学科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 （修改稿 ） 》 《 １ ９７ ８
—

１ ９８５ 年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规划

草案 》 《 １ ９７８
—

１ ９８５ 年中 国近代史 （
１ ８４０ １ ９４９ 年 ） 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 （

１ ９４９ 年
一

） 选题 （ 初稿 ） 》 ，

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初步规划 。 笔者收集到一份形成于 １ ９７ ８ 年 １ １ 月 的 《 １ ９７ ８
—

１ ９８５

年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规划草案 》 ，在
“

重点著作项 目
”

中提出 由廖盖隆负责
“

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
”

、李

新负责
“

中 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史 （
１ ９ １ ９
一

１ ９４９ 年 ）

”

、 黎樹负责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三十年史 （
１９４９
一

１ ９７９ 年 ）

”

，在一般著作项 目里有 中 国农业合作化运动 、 中 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抗

美援朝战争史 、

“

文化大革命
”

史等 。
③

１ ９７８ 年 ９ 月 １ １ 日 至 ２７ 日 ，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

预备会 。 胡乔木在会上指出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以后 ， 在近三十年来也有许多伟大的发展 。 认真

研究这些课题 ，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学术工作中作 出特有 的贡献 。

”

？周扬也指 出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

立快三十年了 ，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二十多年了 ，我们还没有一本根据新中 国经济建设经验写的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 ，
也还没有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 。

”

⑤会议通过 《哲学社会科学八年 （
１ ９７ ８
—

１ ９８５
）

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 》 ，确定 的 ２５ 个重点研究项 目 中有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的历史的研究
”

， 并指 出 ：

“

有些已 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并准备撰写专门著作 ，如 《毛主席的生平和思想 》 、 《 中

国革命史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 《

‘

四人帮
’

批判 》 、 《政治经济学 》 、 《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 、 《论现

代帝国主义》等 。

”

？应该说 ，这次会议对于国史研究做出 了规划 ，并要求相关单位会后贯彻落实 。

简言之 ，

“

文革
”

结束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前 ， 学界明确提出要
“

赶快着手研究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 ，开始打算成立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所
”

， 后来转向成立现代史研究室 。 有学者指出 ：

“

限

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所并没有很快创办起来 。 但胡乔木 已经请黎澍带领几

位学者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准备工作 。

”

？但是 ， 现代史研究室成立后将工作重点放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方面 ，对于国史研究推动作用有限 。

二
、
１ ９７９
—

１ ９ ８２ 年 ： 编写 《 当代中 国 》丛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必须根据十一届三 中全会精神 以及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要求来安排工作 。 具体到 国史研究方面来说 ，

１ ９８２ 年编写 《 当代 中 国 》丛书的启动 ，是国

史研究极具标志性的学术事件 。

（

一

） 党和 国 家在新的 历 史条件下 总结 国 史

１ ９７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３０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初

①中 国社会科学 院 院 史研究 室编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文献汇编
．

３２
（

１ ９７７
—

２００７ 年 ） 》 ， 内 部编 印 ， 第 ３７２ 、 ３７ ３ 页 。

②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院 史研究 室编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文献汇编
．

４
（

１ ９８０ 年 ） 》 ，
内部编 印 ， 第 ３７６

—

３７７ 页 。

③ 《 １ ９７８
—

１ ９８５ 年 中 国 近现代 史研究规划 草案 》 ，
油 印材料 ，

１ ９７ ８ 年 １ １ 月 。

④ 《 胡 乔木与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 ， 第 ２８ ３ 页 。

⑤周 扬 ： 《哲 学社会科学 的发展规划 和 百花 齐放 、 百 家争鸣 的 方针——在全 国 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 会议预备会上的

讲话 》 ， 《哲 学研究 》 １ ９７ ８ 年 第 １ ０ 期 。

⑥ 《哲 学社会科学八年 （
１ ９７８

—

１ ９８５
） 发展规划 的初 步设想 》 ， 《社会科学动 态 》 １ ９７ ８ 年 第 ２ 期 。

⑦顾 为铭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史研究 的发端 》 ， 《 当代 中 国 史研究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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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 ？

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３０ 年历史的经验教训 。 时值
“

文革
”

结束不久 ， 社会上充斥各种
“

左
”

和右的

错误思想 。 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
“

文革
”

的认识与评价 ， 同新中 国史紧密相连 ， 争议也

颇多 。
１ ９８ １ 年 ６ 月 ， 中共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 《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简称

“

第

二个历史决议
”

）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 全面总结新中 国 ３２ 年历史 ， 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以及
“

文革
”

的历史 。 从某种意义上说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 国共产党党内进行的一次高

层次国史研讨 ， 为新形势下开展 国史研究提供根本遵循与思想指导 。

（
二

） 国 史研究学术建制得到重视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一

４ 月 ２ 日
， 中 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 。 这次会议是否讨论过国史研究

的问题 ， 限于材料不足尚难知悉 。
？１ ０ 月 ，北京地区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庆祝建国 ３０ 周年学术讨论会

上
，有人就认为中 国现代史应以 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为起点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就是中 国现代史 。

？

１ ９８０ 年 ４ 月 ８
—

１ ２ 日
， 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 胡乔木在会上指出 ：

“

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

的现实问题 ，不能不研究历史 。

… … 这个历史包括 当代 的历史 ， 即包括历史在 当代发展 的各个侧

面 。

”

③５ 月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１ ９８ １
—

１ ９８５ 年规划和 １ ９８６
—

１ ９９０ 年设想 》 中提出开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的研究
”

。
④ ８ 月 １ ８ 日 ， 中共近代史研究所委员会 向 中 国社会科学院党委提出 《关于建议筹备成

立现代史研究所的报告 》 ，提出要以现代史研究室为基础来组建现代史研究所 ，并指出 ：

“

现代史研究

所的任务是 ：研究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 ， 并着重地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 以来的历

史 ，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 为党做好助手 。

”

？这个报告命运如何 ，不得而知 。 但从后来现代史研究室并

入近代史研究所的结果来说 ，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建议未被采纳 。

（
三

） 启动编写 《 当代 中 国 》 丛书

１ ９８２ 年以后 ，在胡乔木积极倡导下 ， 史学界以及有关行业 、部门转向编写 《 当代 中 国 》丛书 的工

作 。 这就使得国史研究落实到更为具体层面 。 以下简要叙述编写 《当代 中国 》丛书的情况 。

１ ９８２ 年 ５ 月 １ ３
—

１ ８ 日
， 《 中 国社会科学 》 杂志社召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 。 胡乔木在会

上提出编写 《 当代中 国 》丛书的倡议 。 会议结束后 ， 中宣部 、 中 国社科院等机构启 动丛书编写出版工

作 。 以 《 当代中 国 》丛书编写 出版为契机 ， 国史编研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１ １ 月 ９ 日

， 中央宣传部

发出 《关于编写出版 〈 当代中 国 〉丛书的报告 》 ， 强调系统地总结建国 以来历史经验的条件已经成熟 ，

要求中宣部和 中 国社科院共同负责丛书编写工作 。
？１２ 月 ２０ 日

， 《 当代 中 国 》丛书编辑部召开第一

次会议 ，研究编辑部工作和丛书编辑 出版事宜。 编写 《 当代中 国 》丛书是一项系统工程 ， 对于 国史研

究及其学术建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综上所述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至 １ ９８２ 年启动编写 《 当代 中 国 》丛书 ，是国史研究学术建制

的一次重要转折 。 嗣后 ，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将精力集 中到编写 《 当代 中 国 》丛书 的工作之中 ， 暂时搁

置了 国史研究的学术建制问题 。

三 、
１ ９ ８ ３
—

１ ９９０ 年 ： 筹设 当代 中国研究所

随着 《 当代中 国 》丛书编写 出 版工作深人展开 ， 国史研究学术建制 的 问题再次提出来 。 尤其是

１ ９８９ 年 ，学界掀起总结新中 国成立 ４０ 年成就与经验的热潮 。 在这个背景下 ， 胡乔木 、邓力群等又着

手成立 国史研究机构 。

①

《加强 团 结调动积极 因 素 促使 中 国 历 史科学发展 中 国 历 史 学规划 会议在成都举行 》 ， 《 光 明 Ｂ 报 》 １ ９７９ 年 ４ 月

７ 曰 ０

② 《 历 史研究必须提倡真 实性和科学性 北京地 区 国庆三 十 周 年 学术讨论会 史 学组 总结 经验教训 》 ， 《 光 明 日 报 》

１ ９７９ 年 １ ０ 月 ２７ 曰 。

③ 中 国 史学会秘书 处编 ： 《 中 国 史 学五十年 》 ， 海燕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３ １ 页 。

④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院 史研究 室编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编年 简 史 （
１ ９７７
—

２００７
） 》 ， 第 ５ ３ 页 。

⑤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院 史研 究 室编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文献汇编 ．

４
（ １ ９８０ 年 ） 》 ， 内部资料 ， 第 ３７６

—

３７７ 页 。

⑥《 邓 力群 国 史讲谈录 》 第 丨 册 ， 内部材料 ，
２００８ 年印 ， 第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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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国 史研究加快发展

１ ９８４ 年 ， 时值新中 国成立 ３５ 周年 ，学界推出
一些国史研究论著 ， 如胡华主编 《 中 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史讲义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 ９８３ 年版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文集 ： 辉煌

的成就》上 、下卷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８４ 年版 ） 等 。 尽管这个时候学界 比较重视国史研究 ，也有成果涌现 ，

但主要是宣传 ，学术性不足。
１ ９８９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４０ 周年纪念 ， 如何总结新中 国 ４０ 年成就

与经验 ，成为学界关注 的重要 问题 。 有学者认为 ， 对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史的研究应及早提上重要 日

程 。
① 还有部分高校历史系推出 国史通史著作 ， 如郭彬巍 、谭宗级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 》上卷 （ 吉林文

史出版社 １９８ ８ 年版 ） ，朱宗玉等主编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纲 》 （ 福建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８８ 年版 ） ， 陈明显等

编 《新中 国 四十年研究 》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１ ９８９ 年版 ） ，靳德行主编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 》 （ 河南

大学出版社 １ ９８９ 年版 ） 。 这是以前很少见到 的现象 。
１ ９８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江泽 民总书记在庆祝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４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新中 国历史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以及需要统
一认识的十个方面问题 。 这些研究成果以及中共中央对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 ４０ 年历史的认识与评价 ，

对于国史学科建设以及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展开起到积极作用 。

（
二

） 《 关 于建立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专 门机构 的建议》 的 出 台

１ ９８４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 中 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院党组提出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研

究机构的建议》 ，指出 ：

党 的 十一届 六 中全会通过的 《 关 于建 国 以 来党的 若干历 史 问题的 决议 》公布 以后 ，
国 史 引起人们

的 注意和兴趣。 高等院校先后开设 国 史课 ，报刊 上也发表 了 一些文章 ； 《 当 代 中 国 》 编幕工作也全面

展开 ，
这对于推动 国 史的研究 ， 都是有利 的 条件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建 国 已届 ３５ 周 年 ， 国 史 的研究 工

作 ， 有必要并且应该列入 国 家科学工作规划 ， 着手建立专 门机构 ， 创造条件 ， 准备力 量 ， 为将来编纂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打好基础 。

因 此 ，我们建议 ：

１
、建议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专 门研究机构 ，

名 称可叫 国 史馆
， 或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研究所 。 隶属 于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 或 由 国 务 院直辖 。 目 前 ， 可成立筹备小组 ， 暂 由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代 管 。

在筹备小组成立前 ， 建议现代史研究 室仍直属院部 ，

以便加速完成该 室 目 前承担的作为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序编 的 《 中 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史 》 （ 多 卷本 ） 的编 写任务 ， 并协助筹备工作 。

２
、 鉴于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的研究 工作具有很大的现 实性 ，在很大程度上与 当 前党和 国 家的方针 、

政策密切相关 。 因 此
，
国 史研究工作应 由 中 央直接下达任务 ；

国 史研究机构 的领导人应该 由在创建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事业 中建立功 勋 、声 望素著 ， 并懂得历 史的老 同 志担任
；
编纂工作的 负 责人 ， 应该 由具有

马克思列 宁主义 、毛泽 东 思想理论修养 ， 富有学术水平 ， 并有能力主持编幕工作的历 史 学 家担任 。

３ 、 国 史研究人才 的培训 ，
亟需着手进行。 建议从 １ ９８５ 年起 ，

陆续在大学现代史专 业毕业生和研

究 生 中挑选
一批品 学兼优的人才参加 国 史研究机构 。 拟每年＃ ■选 １ ０ 人

， 到 １ ９８７ 年共 ３０ 人 。 此外 ，

在各部委 、 《 当 代 中 国 》 丛书 写作人 员 中抽调 少数 同 志 充 实 国 史研究机构 。 到 １ ９９０ 年 ， 国 史研究机构

的研究人 员 和科研辅助人 员 （ 主要是资料人 员 ）拟达到 １ ００ 人左右 。

４
、 国 史研究工作 ， 需要全面地掌握建 国 以 来的 档案 、 文献资料 。 因 此 ， 建议 中 央档案馆和党政各

部 门 适 当 地放宽对 国 史研究工作人 员 查 阅档案 、 文件和参加有关会议的 限制 。

５ 、研究 国 史须 以 马 克思列 宁主义 、毛泽 东 思想为指导 ， 遵循十一届 六 中全会决议 ， 与 中 央在政治

上保持一致 。 同 时 ，提倡学术思想 自 由 ，
允许研究人 员 在 大量 占 有确 凿材料的基础上 ，

进行实事求是

的探索和研究 ，作 出符合历 史 实 际的科学的判 断 。 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前 ， 应 由领导机关 审定 。

６ 、 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 ，
从事 国 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 员 很 多 ， 为 了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

加 强

学术交流 ， 建议成立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史研究会 。
②

①


刘 西芳 ： 《论新 中 国 历 史的研究——为 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四 十 周年而作 》 ， 《思想战线 》 １９８９ 年 第 ４ 期 。

②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院 史研究 室编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文献汇编 ．

８
（

１ ９８４ 年 ） 》 ， 内部资料 ， 第 ５ ３４
—

５３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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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 ？

这份报告 ，是由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陈铁健 、副主任李义彬负责起草 的 。 应该说 ，这份报告对于 国

史研究学术建制 的问题几乎都有涉及 。 比如 ，

“

国史馆
”

就明确提出来 ； 《 当代 中 国 》丛书与成立国史

研究机构的联系 。 关于这份报告的情况 ， 中 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陈铁健研究员指出 ：

“

到 １ ９８４ 年 ，

所长是王庆成 ，他交代给我说起草一个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机构的建议 。 王庆成的意思 ， 你写好

了 ，然后交到所里来 ，修改之后交给胡绳同志 。 这个文件当时是院里的要报。 秘书长梅益有一个批

示 ：这件事情很大 。

”

？梅益的批示可理解为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专门机构仅仅依靠中 国社科

院是解决不了 的 ，
必须有更高级别的机构来主持 。 这份报告作为要报向有关部门上报 ，但从结果看没

有得到贯彻落实 。

（
三

） 当代 中 国研究所筹备成立

１９８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１ 日
，胡乔木找中央党史研究室 、 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中 国社科院负责人胡绳 、逄先

知 、马洪 、沙健孙 、李慎之谈话 ，把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 国历史的任务又提出来 。 胡乔木指 出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４０ 多年了 。 我们应当对共和 国 的历史进行研究 ， 编写共和 国 的历史 。 这个问题 ，

我说了一年多了 。 我准备找力群同志说这件事情 。 要就这个问题向 中央 、 国务院写出报告 。 我想 ， 中

央会赞成的 。

”

②胡乔木强调 ，编写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要
“

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 国编年史
”

，并问胡

绳
“

从什么时候开始能专门干这个事情
”

。 可是 ，胡绳回答说 ：

“

我没有这个组织能力 。 应该有一个机

构 ，
以这个机构为主去做这项工作 。

”

为此 ， 胡乔木表示 ：

“

国史 、党史是不能完全分开的 。 可以成立党

史馆 、 国史馆 。 两馆实行统一领导 。 从逻辑上讲 ，这是没有问题的 ，
也是可以设想的 。

”

③ １ １ 月 ２５ 日 ，

胡乔木致信邓力群 ：

“

对当代中 国研究所的确实开张营业的时间 ，
以及能立即专门着手调查研究整理

资料部署工作的专职人员 的调集到位 ， 希望能早 日 决定 了 。 而且还需要 向 中央 、 国务院正式报告请

示 。 我常想 ，这一辈子实在没有做什么工作 ，今后也做不了什么 ， 有些早该做而未做的事现在得抓紧

些 ，否则后悔 自责晚矣 。 如能下定决心 ， 盼与胡绳同志恳谈一次 ，
以期落实 。

”

④由此可见 ， 胡乔木对于

国史研究有着非 同寻常的情感 ，并将其视为应该紧急完成的事情 ＾１ １ 月 ２７ 日 ， 《 当代中 国 》丛书地方

卷编写工作总结会召开。 邓力群在会上说 ：

“

我和马洪同志交换意见 ，感到 目前成立国史馆的条件还

没有成熟 ，是不是可以先筹备 。 这当然也只是一种考虑 ，我们和 《 当代 中 国 》丛书编辑部的 同志及胡

绳同志商量过 ， 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 ，是 《 当代中 国 》丛书编辑部同时搞一个名称 ，就是当代 中 国研究

所 。

一个机构 ，两个牌子 ， 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 。

”

⑤ １ ９９０ 年 ４ 月 ，邓力群约请胡绳 、郁文 、 曲维镇开

会 ，

一致同意筹建研究 、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机构——当代中 国研究所 。
⑥ ６ 月 ２ 日

， 邓力群递

交 《致李鹏同志和国家编制委员会的报告》 ，就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编制 、人员 、学术委员会 、刊物 、学会

等提出具体意见 。
⑦６ 月 １ ４ 日

，杨尚 昆 、胡乔木 、薄一波又联名 给 中央常委写信 ：

“

我们建议成立当代

中国研究所 ，行政上和 日 常工作 由社会科学院代管 ， 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

指导 。

”

⑧这一报告得到 中共中央批准 。 ６ 月 ２８ 日
， 当代 中 国研究所正式成立 。 以 当代 中 国研究所的

成立为标志 ， 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 自 此之后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史研究
“

步人了有计

划 、有组织 、有领导地开展的轨道
”

。
？

结 语

从中 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成立 ， 到当代中 国研究所成立 ， 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演进脉络相对清

晰 。 要进一步 申述的是 ，何以 中 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机构最终不了 了之 ？ 这是因为现代史研究室在

①２０ １ 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陈铁健研究 员 访谈记录 。

②③胡乔木 ： 《 关 于编写 中华人民共和 国历 史 的若干意见 》 ， 《 当 代 中 国 史研究 》 １ ９９９ 年第 ５ 、 ６ 期 。

④《胡 乔木书信集 （修订本 ） 》 ，
人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６５ ５ 页 。

⑤（Ｄ《 邓 力 群 国 史讲谈录》 第 丨 册 ， 第 １ ２０
、
１ ４７ 页 。

＿程 中原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史研究 的 回顾 与 前瞻 》 ， 《 当 代 中 国 史研究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５ 期 。

？＜ 胡 乔木书信集 （ 修订本 ） 》 ， 第 ６７ 丨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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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所的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方面 ，而专门搞国史研究的人才较少 ，学术积累不足 。 在

这种情况下 ，现代史研究室不可能很好地开展国史研究 。 随着时间推移 ，
现代史研究室的建制与人员

并至近代史研究所 ， 主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 。 后来 ， 当代中 国研究所是在新的基础上另起炉

灶成立的 ，与现代史研究室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

当代中 国研究所的成立 ，与编写 《 当代中 国 》丛书关联紧密 。

一方面 ， 编写 《 当代中 国 》丛书能够

收集整理各个行业 、各个方面文献资料 ，为深入开展国史研究奠定史料基础 ； 另
一方面 ， 编写 《 当代中

国 》丛书能够团结和组织学术队伍 ， 为开展国史研究准备人力资源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编写 《 当代 中

国 》丛书为正式成立当代中 国研究所作 出重要准备 ， 在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 中发挥重要作用 。 正

如有学者所指出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的编修工作同 《 当代中 国 》丛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 可以说国

史编修工作是在编写 《 当代 中 国 》丛书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

”

①

尤为重要的是 ，学界在探索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十余年时间里 ，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学术 自觉

意识 ，坚持不懈地推动成立专门的 国史研究机构 。 特别是胡乔木同志 ，他多次以 自 己所处的位置来推

动解决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问题 为党领导的 国史编研事业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
② 正是因为

有这种学术 自觉意识 ，学界才得以最终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 。

［ 本文 系 中 国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 理论研究 工程重 大项 目
“

新 中 国 哲 学社会

科学规划发展史研究
”

（
２０ １ ９ｍｇ

ｃｚｄ００６
）
及 中 宣部 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 才人选支持项 目

“

中 国 共产 党

领导哲 学社会科学的 思想与 实践研究 （
１ ９２ １
—

２０２ １
） 

”

的 阶段性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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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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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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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 院 当 代 中 国研究所副研究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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