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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等教授参加“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 

 

2013 年 4 月 13 日-14 日，瞿林东先生、陈其泰先生、吴

怀祺先生、张越、周文玖、孙立新、张昭军等七位教授参加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本

届论坛的主题为“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来自全国各

高校和研究所的 68 位专家学者围绕当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研究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瞿林东先生在大会上作了

“理论修养与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 
 

 
 

瞿林东教授在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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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增兴先生来中心商谈《柳诒徵文集》推进 

出版事宜 

   

2013 年 4 月 27 日，柳诒徵先生之孙柳曾兴先生来中心，

与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副主任张昭军教授就《柳诒徵文集》

推进出版事宜进行了商谈。张昭军教授详细介绍了《柳诒徵文

集》的前期准备事宜和整理工作的进展情况。双方确定了推进

《柳诒徵文集》整理出版的具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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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瞿林东先生应邀在“珠海文化大讲堂”发表演讲 

 

2013 年 5 月 11 日，瞿林东先生应邀在第 210 期“珠海文

化大讲堂”发表题为《谈历史中的政治智慧》的演讲，随后就

“书本记载的历史是否真实”、“历史是否记载了一些下层人物

的政治智慧”、“光靠网络治理反腐有用吗”等问题与观众进行

了互动交流，并向大家推荐《史记》、《贞观政要》、《唐鉴》、

《史学要论》等史书。这次演讲引起了热烈反响。《深圳特区

报》（2013 年 5 月 12 日，第 13 版）、《珠江晚报》（2013 年 5

月 12 日，第 5 版）等媒体对此次演讲作了详细报道。 
 

 
瞿林东先生在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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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刘家和先生应邀在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评审工作会议上发言 

2013 年 5 月 14 日，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家和先生应邀作了题为“历史比较研究要

勇于超越勇于创新”的大会发言。他就历史研究的方法，比较

研究中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中外国别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宏

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传统文献与出土资料的关系、传承

与创新的关系）和作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进行了阐释。刘

先生的发言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 

 

 
刘家和先生作为 2012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作品获奖作者代表领奖。新华社记者丁林

摄（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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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历史比较研究要勇于超越勇于创新 

刘家和教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是目前国家层面表彰社科

研究成果的唯一荣誉。作为已身届耄耋之年的我，这次主持的

《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能够

忝列其中，感到很荣幸。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有这样几点体

会。 

  某一课题研究的挑战性程度，与其应对难度及意义成正比。

孟子云，“学者亦必志于彀”，这是告诉人们治学一开始就要有

高标准。基础理论研究者要有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要有

强烈的问题意识，要勇于善于超越前人的创造，从而形成自己

的学术观点和话语体系。史学研究同样不能回避重大问题的挑

战，创新正是在成功回应挑战中实现的。我们的研究不能从头

脑灵机一动产生的念头出发。现实中的问题无疑是我们在古史

中发现问题的重要启发，但只有这一方面是不能构成我们历史

研究的问题的。我们做历史研究，本来就是对传统做研究。所

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并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到人家的成

就，承认它（而不是掠其美）以作为自己的一个起点；又看到

前人留下的真正问题及其历史局限性，否定它、扬弃它来进行

我们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价值。廉价的

“创新”赝品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说它还有用，那就是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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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是自觉的情况下，它可以成为一种“警报”。 

  综合比较性的研究，需要有明确特定的聚焦点，而不作一

般性的泛泛的比较。比较研究的着眼点在于明同异，包括共时

性的比较，即不同国家、民族等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历

时性的比较，即一个国家、民族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

这样的比较研究，既需要以专门性的研究为基础，又需要在层

面上高于、阔于专门性研究。我体会，作历史比较研究，可以

纵横驰骋于中外历史之间，古今贯通，上下求索，熔种种材料

于一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炼出真知灼见的精华。在这一

过程中，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也就是中外国别史与世界史的关

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传统文献与出土资料的关系、

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有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

的劲头：“上穷碧落”是指在理论方面要站得高，“下黄泉”是

指在文献方面要钻得深。 

  中西历史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有益于培养史学通

才。历史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是十分必要

的，并且能够培养一批学贯中外、沟通古今、融合史哲的通才。

这些人不仅在自己本国的历史文化领域里具有深厚的基础和

功力，而且在探研外国历史文化的时候也能自其大者、自其高

处观察它们，理解和把握它们。在研究外国学问的时候，在精

神境界上就不是作为一个初学者爬在地上一点一滴地拾人遗

穗，而是在本国学问上与外国学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这对于

我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与自身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中国的

软实力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高校历史学科设置中的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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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断代与国别的划分是必要的，但历史学的各个二级学科

及其研究方向中都没有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还仅仅是作为

一种专业研究方法，希望有关部门从学科设置上给予比较研究

以适当的学科空间，以免比较研究在大学历史院系中“无地自

容”，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感到无所适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人来说，

艰苦的任务太多，有时有应接不暇之感，但只要我们一步步踏

实地走下去，总有渐入佳境的时候。 

 

 

 

 

 

 

五、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戴晋新教授来中心讲学 

 

应易宁先生邀请，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晋新先生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29 日来中心讲学。戴教授分别以“先

秦史学史研究的史料解读与历史解释问题”、“中国古代史家的

史学史意识”、“杜维运中西史学观的变与不变”为题，作了三

次学术报告。在访问期间，他还专门拜访瞿林东先生，进行学

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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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国历史学家艾蒂安那·弗朗索瓦教授 

讲授记忆史研究方法 

 

2013 年 5 月 28 日，法国著名记忆史专家艾蒂安那·弗朗

索瓦（Etienne François）教授来我中心作关于记忆史研究方法

问题的学术讲座。 

弗朗索瓦教授首先阐述了记忆史研究中的相关概念。他剖

析了 “记忆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一词，认为法语中

的“场所”（le lieu）包括具体地理空间和象征抽象概念两个方

面，“记忆”（la mémoire）可以系于历史事件、照片、纪念物、

画作、象征物等处，并归纳出“记忆”的特点，即象征性、长

时性、现时性。随后，弗朗索瓦教授以美国自由女神像为例，

阐释了记忆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必须首先考虑塑造“记忆场

所”的主体、动机、方式、历史背景，并基于以上内容提出新

问题，查询资料，综合政治史、文化史等方法完成研究。不过，

他也指出，记忆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存在诸如深刻

性不足、主观性过强等问题，所以在运用中要尽量以小见大，

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 

随后，弗朗索瓦教授与在场师生就法、德记忆史研究中的

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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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姜锡东教授来我中心作“论仿真史学”讲座 

 

2013 年 6 月 14 日下午 3 点，河北大学姜锡东教授来我中

心作了题为“论仿真史学”的学术讲座。 

    姜锡东教授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现任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河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撰有《宋代商

业信用研究》、《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等著作，主编《中国改

革通史》（十卷本），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篇。 

在讲座中，姜教授阐述了“书写史学”、“影视史学”的局

限性，将传统史学、仿真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仿真史学”的

概念。这是姜教授在应对史学“危机”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的探索。他指出，与“书写史学”，“影视史学”相比，“仿真

史学”具有真实性、直观性、实用性、传播广等方面的优势，

它也是未来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姜教授详细阐释了“仿真史

学”的基本要素、核心要素及任务，构建起思维中的仿真模型。

此次，讲座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最后，同学们与姜教授

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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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凤凰卫视首播“回族大学者——白寿彝” 

 

2013 年 6 月 15 日，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首

播“回族大学者——白寿彝”历史纪录片，集中再现了白寿彝先

生克服困难，为理想执着奋斗的一生，展示了白先生在中国史

学研究、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以及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做出

的具有开拓性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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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晁福林教授所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荣获首

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 

 

2013 年 6 月 17 日，“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首届颁奖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晁福林教授所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

一书获得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

由清华大学中国出土文献研究奖励基金筹备组设立，每三年评

选一次，旨在奖励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优秀著作。晁福林教授

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 2012

年出版。全书从社会政治结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

化等几个方面，勾勒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是春秋战国

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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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先生来访 

 

2013 年 6 月 18 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先生来

我中心访问，与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就整理和出版《柳诒徵文

集》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认真协商。中心罗炳良教授、周文玖教

授和张昭军教授参加了会议。双方就责编人选的安排，文集整

理的原则，文集整理、出版的进度计划等议题进行了商讨。《柳

诒徵文集》的整理与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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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心 2013年重大项目获准立项 

 

2013 年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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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海教授申报的课题《早期基督

教史学研究》和张昭军教授申报的课题《20 世纪史学与中国

形象的重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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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JJD770004、

13JJD770005，项目批准经费为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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