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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心 2012年重大项目获准立项 

2012年 2月 29日，教育部下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立项通知书，罗炳良教授申报的课题《中国古代史学批

评范畴研究》和孙立新教授申报的课题《联邦德国史学研究——

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中标，被正式批准为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分

别为 12JJD770010、12JJD770015。项目批准经费为 20万元。 

 
 
 

二 许殿才教授所著《秦汉史学研究》出版 

许殿才教授所著《秦汉史学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本书分为秦汉史学通论，史家、史著研究，历史理论研究和

《汉书》专门研究四个部分。作者试图通过对秦汉时期史学著作

和历史思考的表现方式、理论思考及史学社会功用的分析，全面

展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揭示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探求史学发展的特点与规律，阐明对后世史学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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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版学术座谈会召开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系我中心 2001 年重大项目、“十一五”

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由瞿林东

教授主编。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 130 万字。本书首次对

中国古代史学中国的历史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上卷从先

秦至两汉，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和形成；中卷从魏晋至

唐末，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下卷从五代至明清，论述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和嬗变。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

历史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2012 年 3 月 10 日，由

安徽人民出版社、《中华读书报》、《文摘报》在北京共同主办了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学者座谈会。清华大学和西北大学张岂之

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宁可教授和邹兆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

代中国研究所田居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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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施丁研究员、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乔治忠教授、《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研究员、《史学月刊》

主编李振宏教授、《历史研究》副主编李红岩研究员、《光明日报》

副总主编方正辉先生、安徽人民出版社社长胡正义先生、《文摘

报》主编马宝珠编审等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总

编辑丁怀超主持。与会专家从这部书的特色、学术价值和现实意

义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一致认为，它填补了国内对“中

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空白，对于加强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12 年第 1、2 期 
 

4 
 

 

四 游彪教授应邀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参加“中国古

代历史的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 

应希伯来大学东亚系尤锐教授的邀请，游彪教授与其他教师

一同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参加“中国古代历史的新视野”（New 

Perspectives on Pre-Modern Chinese History）国际学术研讨会。来

自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特拉维

夫大学、希伯来大学、奥尔布莱特考古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 20 余位学者，围绕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

教、思想、艺术、神话传说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游彪教授提交的论文为 Promotion and Demoti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Military Soldiers in Song（《升级与降级：宋代士兵的

生活状况》）。会后，游彪教授与其他学者一起参观了以色列国家

博物馆和奥尔布莱特考古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12 年第 1、2 期 
 

5 
 

 

五 瞿林东先生所著《白寿彝与 20世纪中国史学》

出版 

    中心瞿林东先生所著《白寿彝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瞿林东先生在《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一书的基础上，汇集自己近 30 年

来有关文章并重新编次形成的。全书收录了 31 篇文章，分为“通

识和器局”、“治学道路和学术风格”、“关于《中国通史》的编纂”、

“民族史思想”、“论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读

书·学风·文风”等七个专题，共 38 万字。作者在这部书中尽

可能全面地阐述白寿彝先生在历史学领域诸多方面的成就，并把

它置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加以评述，展现了白先生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风采和影响。此外，瞿林东先生的《中

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5 年）一书 2013 年 1 月再版。此次再版，保持

了初版时的结构——即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问题

为中心，或作系统的探讨，或作专题的研究；中篇，以史家为出

发点，或评论其在理论上的建树，或阐发其在某一个方面的卓识；

下篇，以史书为依据，揭示其理论特点及其在史学发展上的地位

——但在内容上增补了作者近年来新撰的十二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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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心研究人员参与中央和国家司局级干部培训 

    2012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中心研究人员参与中央和国家司

局级干部培训。在“历史思维与创新”专题课程班中，杨共乐教

授主讲《历史学与执政创造力》，蒋重跃教授主讲《走进历史经

典》，吴怀祺教授主讲《<资治通鉴>与管理智慧》，晁福林教授主

讲《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瞿林东教授主讲《毛泽东点评<二十

四史>》。中心人员的系列讲座广受学员欢迎。这既为中心赢得了

声誉，也扩大了中心的影响。 

 

七 中心副主任张昭军教授应邀赴香港参加“十九至

二十世纪初翻译与东亚现代化国际研讨会” 

2013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中心副主任张昭军教授应香港中

文大学邀请参加“十九至二十世纪初翻译与东亚现代化国际研讨

会”，在大会上宣读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文明史”在日中两

国的翻译、传播与变异》，并与参会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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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光明日报》对瞿林东先生进行深度报导 

2012 年 5 月 31 日，《光明日报》（第 13 版）以“瞿林东：

追寻历史之魂”为题对我中心瞿林东教授作了整版报导。记者以

“草原的风”、“心中的梦”、“大学的根”、“历史的魂”来形容瞿

林东先生在学术的征途中不懈求索的过程，对他的师者风范、他

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他的学术使命感和史学成就有

详细的描述。瞿林东先生追寻历史之魂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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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柳增兴先生来中心商议整理出版《柳诒徵文集》

的相关事宜 

2012 年 6 月 5 日，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中心副主任张昭

军教授与到访的柳增兴（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之孙）先生，就《柳

诒徵文集》的整理与出版事宜进行了商讨。杨共乐教授介绍了我

中心在整理《柳诒徵文集》方面的优势，论证了整理出版此文集

的可行性。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制定出推进整理出版《柳诒

徵文集》的详细计划。《柳诒徵文集》的整理工作被列为中心学

术活动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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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荣获“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2012 年 6 月 25 日，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被北京市教育工

作委员会授予“北京高校 2010-2012 年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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