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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瑜

周谷城：纵论古今，横说中外

周谷城（1898-1996），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

家。 湖南益阳人，1921?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任

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曾任湖南省?民协会顾问、省

?民运动讲习所教师等职。 1927?后在上海从事文化教

育活动，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等职。 1942?起一

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 后任中

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

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上海

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工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 周谷城治学领域广阔、学识渊

博，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 著

有《中国通史》《?界通史》《周谷城全集》等。

◆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独树一帜、特色鲜明，正如开明书店在重

印这部著作的广告所说：“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未曾运

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

法。 ”而这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便是周谷城以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作指导，所独创的史学理论———“历史完形论”，这是指引

他写作《中国通史》的灵魂，也一以贯之在他后来的史学著述中。

【独创“历史完形论”】

◆五四时代周谷城博览群书，在纷繁复杂的各式“主义”面前，

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他嫌实用主义“太浅薄”，嫌无政府

主义“太流于空想”，直到读到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他终于眼前一亮，“读任何其他哲学社会科学

著作，总有不能完全接受之处，唯有读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

异议。 ”

【读到马列著作终于眼前一亮】

◆姜义华曾这样回忆老师上课的场景：“印象特别深的， 是在

第一节课上，他开宗明义就说，进行历史研究，必须做到博大精

深。每次一进教室，他就拿着纸质已经发黄的旧讲稿，照着在黑

板上写上整整一版，然后，逐字逐句作一些解释，接着，就开始

开‘无轨电车’，介绍各种学术掌故、名人轶事。这常常是同学们

最感兴趣的内容。 ”

【历史研究必须做到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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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周谷城近百万字的《中
国通史》问世；1949年，三卷本《世界
通史》出版，两部通史自成体系 ，成
一家之言，影响深远，也让周谷城开
创了当代史学家中以一己之力完成
两部通史的先例。

但这只是其学术人生的一个片
段———周谷城一生治学博大精深 、

著作等身，从哲学到史学，从社会学
到政治学，从美学到教育学，无不论
及，他曾用“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八
字来形容自己的著述特点， 涉及的
领域看似杂多， 但都是建构其思想
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样融汇
中西的渊博学识，也为他高屋建瓴、

独树一帜的史学思想奠定了底色。

周谷城曾说：“细察各家学说 ，

殆无一不是时代所压出”，而他本人
的史学思想便是最好的例证———纵
观他的一生， 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
我国20世纪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
“同频共振”， 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
强烈的现实关怀， 是他一生投身中
国社会变革、 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脉
络的思想结晶。

1898年， 周谷城出生于湖南省
益阳汾湖洲周家埦长湖口一户农
家。 周氏家族注重教育，设义塾，凡
族中子女均免费入学。 自幼聪慧的
周谷城在“周氏族学”中接受了八年
的传统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

《幼学琼林》读到《四书》《五经》，由
此奠定了他扎实的国学根底。 周谷
城对历史的喜爱也早在幼年时代就
种下，他尤喜阅读《史记》《汉书》《国
语》《战国策》等史籍。

时值新旧学制交替之际， 周谷
城对西学也很感兴趣。 他常说，“我
天性是非常喜欢接受新东西的 ”。

1913年 ，15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
沙省立第一中学， 接受英语和数理
化等新式教育。 当时的他极力赞成
维新，主张向外国学习，并认识到学
好外语的重要性。 他在同学中组织
英语学会，自任会长。 一个暑假，他
凭借字典啃下了英文本 《迈尔世界
通史》，不仅英文大有进步 ，还从此
养成了想方设法找原著读， 非原著
不读的习惯。

1917年，周谷城考入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英语部。 在那里，他结识了国
文部的周予同、数理部的匡互生，成为
终生挚友。 这些忧国忧民的年轻人一
同参加了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

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岁月，各
种新思潮如潮水般涌入国门，周谷城
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晚年的他
曾回忆：“五四时代我博览群书，社会
学、心理学我读得最多，各派哲学家，

罗素的，柏格森的，詹姆士的，杜威
的，英国席勒的，都涉猎过不少。 ”

难能可贵的是， 在纷繁复杂的
各式“主义”面前，周谷城始终保持
着独立的思考———他嫌实用主义
“太浅薄，没有哲学意味”，嫌无政府
主义“太流于空想，不感兴趣”，直到
读到恩格斯所著的 《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 》， 他终于眼前一
亮 ，“读任何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
作，总有不能完全接受之处，唯有读
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异议，这与我
出身贫困， 易接受书中观点可能有
些关系。 ”正是“在这种不能完全反
对人家的， 又不能完全接受人家的
情况下”，周谷城萌生了想要 “树立
自己的学术系统”的念头。

1921年，周谷城离开北京高师前
往湖南一师任教，开始了著书立说的
学术生涯。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运
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由博返约，融汇
贯通，成一家之言，其成果便是出版
于1924年的《生活系统》。该书的基本
主张， 就是把向来心理学上所谓知、

情、意三个方面，化为三个阶段，这就
是人类的科学生活、?术生活和信仰
生活， 及它们三者如何前后相续，并
构成前后连贯的循环。 周谷城曾说，

写作该书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
“说明生活的真相”，他针对的是当时
受西学影响，许多国人提出的一些食
洋不化、似是而非的“人生观”及其理
论。 《生活系统》为周谷城后来撰写两
部中国通史及其整个学术思想奠定
了哲学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在
我个人的学术体系上，似乎是一个框
框，但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
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革命形
势的迅速发展让周谷城将治学方向
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转向中国社会
的现状及其历史。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得益于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在湖南
一师任教期间，他同担任一师附小主
事的毛泽东结下了友谊。 大革命时
期，他应毛泽东之邀，担任湖南省农
民协会顾问、 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
员。还曾接受毛泽东的委托，在武汉
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 如
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为周谷城对农村
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窗口———在长
沙，他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发表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公开
指出租谷是对农民的剥削。在武汉，

受毛泽东的鼓励，他发表了《农村社
会之新观察》一文。这些文章反响热
烈， 却也使得周谷城遭到湖南反动
当局的敌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他被迫离开武汉，逃往上海。

流亡上海的日子里， 周谷城以
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 曾为商
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
撰稿， 继而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附
中、中国公学、劳动大学。其间，他继
续关注社会现实， 发表多篇讨论中
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
文，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和《中国教
育小史》等著作。 不久，大革命的失败
在学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 “中国社会
史论战”， 时为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
学系主任的周谷城也将自己的研究
旨趣转向社会学。 但他对空洞的理
论之争没有兴趣， 而是力图剖析中
国历史的纵深， 揭示中国社会转变
的原因，为现实的中国寻找出路———

他先后出版《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
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
著作（后修订时统称为《中国社会史

论》），以唯物史观为解剖刀，对中国
社会和历史进行全面审视。

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现状和历史
的整体考察，也为周谷城后来《中国
通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1932年起，

周谷城受聘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地
系主任，开始以历史学为专业，主讲
“中国通史”课，这是他学术生涯至关
重要的时期。 当时，中国不少历史学
家仍热衷于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
历史人物详尽的考证，漠视对历史整
体性的研究，这是周谷城极力想改变
的状况———正如他所说，“我教中国
通史，原则便是把理论贯穿于史事之
中，既不发生以论代史的流弊，又不
发生为考证而考证的问题”。 结合教
学，他着手编写《中国通史》。

周谷城的这部通史独树一帜、特
色鲜明，正如开明书店在重印这部著
作的广告所说：“书中有任何其他中

国通史著作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

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
的编制方法。 ”而这一“未曾运用过的
史学理论”， 便是周谷城以马克思的
唯物史观作指导， 所独创的史学理
论———“历史完形论”，这是指引他写
作《中国通史》的灵魂，也一以贯之在
他后来的史学著述中。 他反对用“史
料”或“史观”来等同“历史”，在他看
来 ，“历史之自身乃客观的独立存
在”。他认为“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
客观存在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过去的
活动；二是文字记述的历史。 而过去
种种史书的缺陷在于，“惯以静止为
叙述的对象， 不以活动为叙述的对
象”，只有史料的排比，而不是人类活
动的显现， 这样编纂的史书就缺少
“活力”，显得呆板。因此，要了解历史
的全貌， 就必须着眼于人类过去活
动，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相互的有机联
系。 （参考：莫志斌，《周谷城传》）

也正因为如此，过往史书中所缺
失的“朝与朝之间的剧烈活动”在周
谷城的《中国通史》中却被视为“内容
最为丰富的单位”而得到了发扬———

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所说：“《中
国通史》有三个关注点在当时史著中
非常突出。 其一，关注广大下层民众
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反抗运动，对历
代农民暴动、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

正面的与负面的实际后果，作了较为
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其二，关注各不
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如何互
相对立、互相冲突的同时，还注意到
他们如何在一定环境、一定条件下互
相依存、互相转化，而使社会成为一
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其三，关注历
史上分分合合、十分曲折、十分复杂
的民族关系，力图说明各民族在中国
历史上的贡献，客观地反映他们相互
交流、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在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些见解可谓
惊世骇俗。 ”（姜义华，《周谷城与中外

历史研究》）

《中国通史》出版后在广大进步
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到1948

年，这部教材已重印12次，但无论是
这部著作的写作还是出版，在当时都

是困难重重。 《中国通史》 刚刚出版
时，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某位教授诬
蔑周谷城写的《中国通史》是拿了俄
国人的卢布写的，导致这部书成了禁
书，在杭州、西安等地遭没收。新任的
系主任也说他的书有“马克思主义嫌
疑”，不让他教《中国通史》，要他改教
《世界通史》及《世界史学史》。 自此，

周谷城将研究重心转向世界史领域，

并很快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对周谷城来说，转向世界史研究
看似是时局所迫， 但却正合他的心
意， 他认为学科之间是有机联系的，

“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 是很
不方便的。 ”在暨南大学后期，周谷城
已开设世界史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周谷城无法在上海存身，他辗转
来到重庆，在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
让的介绍下，开启了他在复旦大学的
漫长执教生涯。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
学迁回上海， 周谷城出任史地系主
任，并担任了世界史的教学工作。

当时，国内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几
乎是一片空白，高校使用的教材大都
沿用欧美教材。 在周谷城看来，西方
各国的世界史著作大多持有非常强
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如古代史是从埃
及开始，再到希腊、罗马，以后讲中世
纪、讲基督教，再后讲文?复兴、民族
国家、地理大发现，都是以欧洲为中
心，而将其他地区视为附庸。 由于这
种偏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
老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或轻视
了；并且，传统的世界史多是罗列各
主要国家历史， 成为国别史的叠加，

对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形成真正
密切的联系没有深入研究。为了改变
上述这些状况，他开始撰写《世界通
史》， 这也是解放前我国唯一的一部
世界通史著作。

《世界通史》同样贯彻了“历史完

形论”的理论主张，正如周谷城所说，

“我编写《世界通史》时，不从单一的
一个角度写起， 而是要着眼全局，或
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
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 ”在《世界通
史》第一卷中，为反对“欧洲中心论”，

他一连举了六个古文化区：尼罗河流
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

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
区。 这六大文化区多元并存、相互联
系、共同发展，构成世界古代史的统
一的整体；第二卷“亚欧势力之往还”

讲述了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如何各
自演进，并通过商业贸易活动、交通
道路开辟、科学技术与?术宗教交流
逐步联系在一起；第三卷“世界范围
之扩大” 则以16-18世纪的欧洲为重
点，讲述了重商主义背景下欧洲社会
政治的演变、世界的变化以及东西方
思想的发展。 在他那里，一部世界史
被描述成世界不同文明间交融碰撞、

绚丽多彩的生活图景。

研究世界历史的同时，这一时期
的周谷城同样不忘关注中国政治的
历史和现状。为论证中国现代化与政
治民主化的因果关系，他出版了专著
《中国政治史》，他还在国统区的共产
党和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上发表了
大量政治论文。 重庆期间，他积极参
加抗日民主活动，被聘为中国民主政
团同盟顾问。 返回上海后，他与张志
让、潘震亚、沈体兰等组织了地下团
体———大学教授联谊会。 作为“大教
联”中坚分子，他上了国民党上海警
备司令部的黑名单。由于支持学生反
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他被撤
去系主任职务， 于1949年4月26日被
伪警备司令部遭逮捕关押， 直到5月
26日上海解放获得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被任命为
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复

旦大学教务长。 为办好复旦，周谷城
广纳英才，亲自邀请苏步青、陈建功、

杨武之、 蔡尚思等名教授来复旦任
教；他还专门发表了《解放后的大学
教育》等文章，就如何办好大学的教
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他特别强调，

历史系要大力培养学问渊博、气魄雄
伟的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必须是
创造新的历史科学，阐明中外历史发
展的必然趋势的人”。 他身体力行地
活跃在教学第一线， 在历史系主讲
《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等专业课，

并开设《世界文化史》等选修课，悉心
培育了一大批人才。

学生们记忆中的周谷城，“身材
较高，戴一顶高级礼帽，西装革履，一
副大学者气派。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南
口音，但我们基本能听懂。节奏不快，

语调高低分明，语音浑厚，语言生动
幽默。 ”姜义华也曾这样回忆老师上
课的场景：“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第一
节课上，他开宗明义就说，进行历史
研究，必须做到博大精深。 每次一进
教室，他就拿着纸质已经发黄的旧讲
稿， 照着在黑板上写上整整一版，然
后，逐字逐句作一些解释，接着，就开
始开 ‘无轨电车’， 介绍各种学术掌
故、名人轶事。 这常常是同学们最感
兴趣的内容。 而下课铃一响，他一秒
钟也不耽搁，就宣布下课。 ”

教书育人的同时，周谷城也精进
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史和世界
史领域， 他连续不断地发表新见解，

他积极参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
讨论，发表《中国奴隶社会论》与《奴
隶社会意识形态之研究》 等文章；他
还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包括苏联史学
界在内的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
论文，强调世界史研究必须真正具有
世界性……从宏观上把握历史演进
的同时，周谷城也作了许多富有洞见
的考释工作，耕耘的收获，是1956年
出版的《古史零证》一书。

史学之外，周谷城又将学术触手
延伸至逻辑学和美学领域，在学界引
领了两场热烈的大讨论。 1956年，周
谷城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

引发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激
烈争论。 当时学术界流行苏联逻辑，

主张把形式逻辑辩证法化，但周谷城
却认为“辩证法是讲客观存在发展变
化的法则，而形式逻辑是讲思维过程
的”，两者“不能扭在一起”。 60年代
初， 周谷城先后发表 《史学与美学》

《?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礼乐新解》

等一系列文章，探讨有关?术创作问
题，并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

周谷城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改革开放后，年
事已高的周谷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
职务， 但他是不服老的，“现在我虽已
年老体衰，感到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量力而行，还可以写一些东西。

为着替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添砖加瓦，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

于是， 以80岁高龄坚持登台上
课，周谷城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
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术研究中，他
注重联系实际， 呼吁史学工作者要
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更好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 伴随改革开放，他笔耕
不辍，或针砭时事，或阐发学术新见；

他连续发表 《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

《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术
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外历史的比
较研究》《论古封建》等论文，出版了
《史学与美学》一书，又重新修订出
版《中国通史》，并领衔编纂出版大
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 对外开放
的大潮下， 周谷城格外重视中西文
化的交流， 他主持召开首届中国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中国文化
史丛书》和《世界史丛书》，还参与创
立了中国太平洋研究协会并亲任会
长……哪怕是晚年患病住院的日子
里，周谷城也是“闲不住的”，他每天
坚持听广播、 看报纸， 关心国家大
事，并仍然坚持看书写文章。

1996年， 周谷城因病在上海逝
世，享年99岁。 回顾自己的一生，他
曾说，“我这个人吃了一辈子的粉笔
灰，一辈子就只干了三件事：教学 、

科研和反帝爱国。 ”这番独白也道出
了他人生的三个切面———一位以教
书育人为乐的师者， 一位博大精深
的学者， 一位胸怀天下的社会活动
家，他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献身于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献身于国家进
步和民族振兴。修昔底德曾说，历史
学家的使命是要“擎起历史的火炬，

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而周谷
城不断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一生 ，恰
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学
术
档
案
】

博览群书， 融汇
贯通，成一家之言

以唯物史观考察
中国社会现状和历史

打破 “欧洲中心
论” 主导的旧的?界
史框架

为社会主义建设
添砖加瓦 ， “一息尚
存，不容稍懈”

回顾自己的一生， 周谷城曾说，“我这个人吃了一辈

子的粉笔灰，一辈子就只干了三件事：教学、科研和反帝

爱国。 ”这番独白也道出了他人生的三个切面———一位以

教书育人为乐的师者，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一位胸怀天

下的社会活动家。

纵观周谷城的一生， 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我国20?

纪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同频共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他一生投身中国社会变革、探索中

国社会发展脉络的思想结晶。

教学、科研和反帝爱国

《 周 谷 城 全
集 》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8 年）

全 集 近 500?

字 ，共分16册 ，收入

周谷城代表性学术

著作以及散布各处

的书信 、 论文 、译

作 、文学作品 ，力图

全面展示周谷城一

生的学术思想脉络

及其卓越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