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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史学大会开幕
欢迎专家从对历史的感悟中为我们提供真知灼见

2015 . 8 . 24 星期一 编辑/于海霞 组版/张荣梅

据新华社济南8月23日电 第二
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3日下午
在济南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
塔拉女士等与会的历史学家表示诚
挚的欢迎。

这届大会从8月23日至29日举
行，主题是“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和
未来”，设4个主要议题：“全球视野下
的中国”“历史化的情绪”“世界史中
的革命：比较与关联”“数码技术在史
学中的运用”等。

大会还安排了特别议题、联合议
题、圆桌会议、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
织会议、特别会议、晚间会议、青年学
者墙报展示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活动，共计170多场。共有来自90个国
家和地区的2600多名学者参与此次
盛会。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
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
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

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
明天的智慧。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自古重视历
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
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每个国
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
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
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希望这次大会能够推动各国的
历史研究，帮助人们从历史的启迪中
更好探寻前进方向。

习近平强调，中国有着5000多年
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
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
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
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
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
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
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
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
明之长。欢迎各位专家从对历史的感
悟中为我们提供真知灼见。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式
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

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
耶塔拉在开幕式上说，国际历史科学
大会是一个跨国界交流平台，此次会
议的议程反映了跨国性和全球化的
趋势。

人与自然是夫妇 更是一对怨偶
开幕主题演讲，三国学者共同探讨自然与人类历史

□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我们必
须记住，人与自然这对‘夫妇’，并不
能如现代人间夫妇那样随意相离而
去。他们就是一对‘怨偶’”。23日，在
第22届历史科学大会主题演讲中，来
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如此
形容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次以“自然
与人类历史”为主题的演讲中，来自
意大利、塞内加尔和中国的三位学者
就自然与人类历史展开讨论。

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科学
研究所的嘉宾安德里亚·贾尔迪纳演
讲主题为《罗马世界的帝国主义、经
济及生态》，详细讲述了由帝国主义
和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环境变化。

随后，来自塞内加尔谢赫·安
塔·迪奥普大学的嘉宾马马杜·法勒
讲述了发生在非洲土地上的自然和
历史，他演讲的主题是《自然和历
史：一种非洲本土世界的建构》，阐
述了非洲历史的核心是土地，动植
物系统，人与人的非组织机体，以村
庄、社区和省区为形态的社会动力
和组织。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明方
进行了题为《寻家之旅：人与自然的
生态联姻》的演讲。他认为，人与自然
之间的碰撞，并非只有一种令人期待
的和谐之局，它常常也会导致退行性

的恶果。我们不能把进化仅仅视之为
趋于完善的进步,而应该看作兼具进
步、退化或停滞的多元化图景的展
开。它所绽放的是一朵朵让你欢喜让
你忧的生命之花。

他说，我们必须记住，人与自然
这对“夫妇”，就其整体意义而言，并
不能如现代人间夫妇那样可以随意
相离而去。他们可以相处得很糟糕，
但其中的一方“人”，却无法脱离他的
对象“自然”而独立生存。站在生态中
心主义立场，则“自然之死”或“自然
的终结”，更加不可能，终结的只能是
人，永存的却是自然，只是这样的自
然或许找到了新的伴侣。

“在我看来，从来就没有什么唯
人独大的‘人新世’，人只能永远活跃
于自然的牢笼之中，而自然也因人之
作息而存在，而展开，而动人心弦。不
过，我所坚持的是一种以人与自然的
关系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其间人
与自然缺一不可。人因自然而生，自
然亦因人而在。即便将自然视为人之
父母，但是没有孩子，何来父母？夏明
方教授说，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对“怨
偶”，但也是“生态辩证法”。

夏明方提醒大家：“我们可能是
个巨人，可是并不能离开生养我们的
土地，我们不过是这一土地大家庭中
的一具具泥人而已。我们源于土，终
将归于土。”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当今世界
最重要和规模最大的历史学会议。大
会肇始于法国外交史学会1898年在
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历史学大会，自
1900年巴黎“国际比较史学大会”开
始，成为独立发展的学术组织。由于
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理

解方面的努力，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也
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

此次大会由国际历史学会主办，
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共同承办，是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
来自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
名代表出席会议。 新华

相关链接

“史学奥林匹克”背景介绍

8月23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开幕。 新华社发

希耶塔拉主席驳斥历史研究无用论
她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面对面交流

□记者 王富晓

“历史研究是不是无用的？”“电
影和录像会不会影响历史形象？”

“有了互联网，还需要这种面对面交
流吗？”23日，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
学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国际历史
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教授
驳斥了历史研究无用论这一说法，
并提出了当前历史研究所面临的挑
战以及该如何应对。她认为，没有任
何方式可以取代这种来自不同国
家、不同大洲的同行们之间面对面
的交流。

女主席的研究轰动芬兰

作为国际历史学会首位女主
席，开幕式上，来自芬兰的玛丽亚
塔·希耶塔拉教授回想起了自己第
一次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场
景。

希耶塔拉主席说，她第一次参
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在1980年的
布加勒斯特大会。当时，布加勒斯特
大会流畅的组织、慷慨的款待和政
府、党派、学术机构以及教会代表的
积极参与，还有来自新闻媒体的生

动报道，使得历史学会在一周的时
光里与罗马尼亚人的公共生活融为
一体。

当年的大会上，东欧是一个主
要议题，同和平的主题一样。罗马尼
亚的组织者们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
的包括大会讨论在内的5卷报告。在
她聆听了史学专家宛斯纳关于口述
史的发言时，一个在芬兰创建一个
口述史项目的想法在她脑海里油然
而生。

经过长期的准备，希耶塔拉主
席于1987年开始了口述史的研究项
目，为此，她先后参观了哥伦比亚大
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口述史收藏。
其间，她们的团队采访了数以百计
的资深议员，使得这一项目产生了
巨大的价值，并在她的祖国引起轰
动。最终，这些采访的材料保存在芬
兰议会的档案馆中，为后来的研究
者提供了一手的材料。

所有学科都需要合作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希耶塔拉
主席认为，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同样
充满挑战。

如今，很多人认为历史研究是

无用的，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相比，与
其他学科竞争研究资金经费时，很
多人都会觉得历史研究没什么意
义，因为，历史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作
用不明显，究竟能对经济产生什么
影响也是很难证明的。对此，希耶塔
拉主席驳斥了这一观点，她认为，为
了保持历史学科的活力，历史研究
者们都需要同人文科学、文化研究、
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合作，以及与
博物馆专家进行有效的合作。

同时，历史研究还面临着媒体
角色的挑战，比如，一些电影、录像
和电视节目，能够很形象地记录历
史，甚至就连互联网上的论坛，也会
比历史研究的论文、书籍和出版物
更受大众欢迎。为此，希耶塔拉主席
说，历史研究者们需要与非职业史
学家进行更有效的合作，比如记者
和媒体人，研究者们应该把握住最
新的研究成果，并使这些成果传播
给更加广泛的受众。

最欣赏面对面交流方式

随着互联网的运用，不少人会
觉得，为何还需要如此兴师动众把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呢？

对此，希耶塔拉主席认为，历史
学的研究，需要吸引更多的年轻学
者参加会议，并且聆听学术论文，尽
管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信
息，但是，网络提供的信息毕竟是有
限的，特别是在这种会议、会面以及
非正式的小团体中，可能会传递出
更加重要的信息，而这种个人关系
网的确立，同样是会议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

她坚持认为，只有这种面对面
的交流，参会者们才有机会聆听那
些他们在书籍或者学术论文中的史
学大家的发言，面对面地与大师交
流，真正参与到讨论中来，“依我之
见，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种来自不
同国家、不同大洲的同行们之间面
对面的交流。”

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教授。 记者 王富晓 摄


	S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