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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务印书馆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联合举办柴德赓先生 

《清代学术史讲义》学术座谈会 

 

柴德赓（1908—1970）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

书法家，历任辅仁大学教授、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兼系主任，一

生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近四十年，系陈援庵先生的主要学术传

人之一。《清代学术史讲义》以柴德赓先生在辅仁大学执教时

的同名讲义和李瑚研究员学生时代的听课笔记为基础，由邱居

里、姚念慈、王志刚整理而成，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6 月出版。

2013 年 7 月 20 日上午，由我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联合举办的柴德赓先

生《清代学术史讲义》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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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历

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主持。柴先生的弟子北京师范大学资深

教授刘家和、杜平、李秋媛、陶麐，柴先生的女公子柴令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所长张顺洪，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晁福林、易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牛润珍，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该书责编丁波，以及来自《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的记者，共 4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者回顾柴德赓先生的学术经历，介绍《清代学术史讲

义》的整理出版过程，就柴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的学术价

值及出版的现实意义，柴先生和陈垣校长治史的精神和方法，

以及对这一传统的继续和发扬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最后，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他指出，“柴

德赓先生的实践告诉我们，陈垣老的学术是可以传承的，陈垣

老的学术有其自身的独到路径。《清代学术史讲义》的出版，

为我们探索学术路径指了一个方向，提供了一个范例。这既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学界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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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光明日报出版社

联合主办“顾诚先生系列著作出版暨学术思想研讨会” 

 

顾诚（1934-2003）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学家，生前

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诚系列著作包括《南明史》、

《明末农民战争史》、《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隐

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

文史札记》等五种，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并于 2012 年底

出齐。其中前两部著已出版过——《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和《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此次出版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后三种由顾先生的学

术论文、随笔及部分未发表的文章汇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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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 26 日上午，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光明日报出版社在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顾诚先生系列著

作出版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

春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北京大学教授徐凯，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万明，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福林、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

史学院院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明

史学会副会长、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高寿仙，光明日报出版社社

长潘建凯，顾先生弟子教育部督学林仕梁、李珂、中国人民大

学张永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彭勇等，以及来自《光明日报》

等媒体的记者共 3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光明日报出版

社总编孙献涛主持。 

与会学者对顾诚先生系列著作出版的现实意义，顾诚先生

的学术贡献、治史风格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对顾诚先生勤奋的

精神、严谨扎实的学风、学术使命感和高尚的情操表达了深深

的敬意，表示要继承包括顾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者优良的学术

传统，把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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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志刚副教授所著《家国、夷夏与天人 

——十六国北朝史学探研》出版 

 

2013 年 7 月，中心王志刚副教授所著《家国、夷夏与天人

——十六国北朝史学探研》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

分为上、中、下三篇，从史官制度与家国传承、民族史传与家

国关系、专史撰述与天人之际三个方面，勾勒出十六国北朝史

学对于汉唐史学之继承发展和总结开新的基本面貌，并在若干

方面深化了人们对于南北朝史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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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开辟未来 

          ——《中国通史》（第二版）出版暨白寿彝学术思 

     想座谈会召开 

 

2013 年 9 月 22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人民出版

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召开《中国

通史》（第二版）出版暨白寿彝学术思想座谈会。本次会议由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主持，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

记韩凯、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

风、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副总编辑曹培雷，江西教

育出版社社长傅伟中、江西编辑学会会长周榕芳，刘家和、瞿

林东、陈其泰、吴怀祺、郑师渠、郭大钧、何绍庚等主要作者

与其他专家学者一同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会上，曹卫东副校长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向白寿彝先生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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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切的缅怀之情，并对这部巨著的再版表示热烈的祝贺，认

为这部著作的再版，不仅满足学术界和社会上广大读者的迫切

需要，而且对树立良好学风，端正学术态度，增强学术研究工

作的精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代表出版方就《中国通史》

的概况、编辑情况等作了介绍发言。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

是 20 世纪中国许多史家的愿望和追求。多卷本《中国通史》

的出版，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圆了几代

历史学家的大通史梦，正如总主编白寿彝先生自己所言：“我

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

历史书了。” 

在随后的学者交流环节中，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吴

怀祺、郑师渠、房德龄、牛润珍等学者围绕本书的写作过程与

出版进行了深刻而热烈的讨论。刘家和先生指出，《中国通史》

贵在其“通史精神”。陈其泰先生也指出，《中国通史》不是几

位学者的机械组合制作，而是自首到尾都融合了白寿彝先生的

通史精神，将学者们的意见有机组合，使其共放异彩。瞿林东

先生称《中国通史》为中国史学界的丰碑和品牌，同时就《中

国通史》内容上的特点做了阐述。社科院的施丁先生，世界史

专家廖学盛先生等史学工作者也作了相关发言。学者们高度评

价《中国通史》的同时，也对当前的史学工作提出了希冀和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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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指出，《中国通史》的总

主编白寿彝先生以耄耋之年，集聚史学界四五百位专家学者，

历时 20 年，共同完成这一历史著作，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创

举！历史上，从来都只有官方、国家政权征集全国之力编修史

书，而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集众历史学人之智慧，由白寿彝先

生牵头挂帅，撰写了这部《中国通史》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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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历史上是鲜有的！  

至此，《中国通史》（第二版）出版暨白寿彝学术思想座谈

会圆满结束。《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北

京晚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科报》等多家媒体参加会议

并进行了报道。 
 

 
 

《中国通史》第一版出版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

肯定，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李岚清、陈至立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发来了贺信，表示热烈祝贺。201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和江西教育出版社成立了《中国通史》（第二版）出版工作委

员会，对全书进行了全面审校，根据新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些补

充，部分照片调整为彩色，封面和开本进行了新的设计。《中

国通史》（第二版）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相信

《中国通史》（第二版）会继续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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