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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怀祺先生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第 3版）出

版 

 

        2016 年 8 月，吴怀祺先生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第 3版）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思想史》首次于 1996

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于 200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增

订版，并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 年，本书在我国台湾地区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用于台湾

高校本科教学。此书第 3 版是在前两版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

保持了旧版的结构框架，对相关知识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增加

了近十年来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更

加贴合学界研究的新趋势，更加符合历史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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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中心在 2016 年学校教师节表彰中喜获佳绩 

 

       9 月 9 日下午，学校隆重举行庆祝第 32 个教师节暨建校

114 周年表彰大会。会议对 2015-2016 学年度获得国家级、省

部级以及市级重要奖项的教师和单位进行了表彰。 

        我中心在本次表彰活动中成绩突出。龚书铎教授（已故）

主编的《中国文化发展史》荣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历

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荣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刘家和教授主

编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和晁福林教授所

著《上博简<诗论>研究》荣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侯树栋教授荣获“第十二

届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诸位教授受到学校的隆重表彰。

今后，我中心教师将继续努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创作出更

多的学术精品，为学校、为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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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中心师生参加“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展演

活动 

9 月 19 日晚，我中心师生参加了历史学院、本科生工作

处联合主办，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协办，江西省于都县长征源合

唱团出演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展演活动。北京市委宣传部巡视

员崔耀中，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凯，北京新

四军研究会副会长乔泰阳，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凯、陈丽，

我中心教授陈其泰，中心主任杨共乐，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和广大师生共计 700 余人观看展演活动。 

晚会开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表演大合唱《长征》。

接着，由历史学院本科生、研究生代表讲述《长征故事》。此

后，江西省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登台表演，为我们带来了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本次晚会的表演中，“长征源”合

唱团为我们完整展现了这首套曲的十首大合唱。他们通过歌声，

讲述了红军离别时的伤感、突破封锁线时的惨烈、遵义会议时

的重现转机、四渡赤水时的巧妙行军、飞跃大渡河和过雪山草

地时的艰苦卓绝以及到达陕北后的欢欣鼓舞，使其中蕴含的长

征精神拥有了更加感人的力量。晚会在全场齐唱《歌唱祖国》

的歌声中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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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出版 

 

2016 年 9 月，中心刊物《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

年上卷，总第 14 卷）出版。本卷“史学方法论探讨”栏目，

刊发了青年学者陈安民的文章。他从章太炎论衡中国史学的视

角论述逻辑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展现中国史家的逻辑对

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研究和中西史学会通的促进作用，认为

中国史家并不缺乏历史分析和理论建构的逻辑素养。 

在比较研究方面，陈金海的《司马迁与李维史学的道德认

同观念》和陈其泰先生的《<汉书>对<史记>优良传统的继承和

发扬》可谓用力深厚之作。前者将司马迁与西方史家李维在道

德认同方面进行比较，从中反映出中西古代史学的不同特点；

后者通过对《史记》《汉书》的比较，认为二者之间是交相辉

映的关系，《汉书》在体裁、史料、史学思想等方面，都继承

和发展了《史记》，其成就不可低估。扬班抑马或扬马抑班都

是片面的。它们的差异应理解为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不同

特点，不能形而上学地将它们对立起来。比较研究能够从更加

广阔的视野中认识史学现象和史学规律，对深化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考察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是近年来史学史研究扩展和深入

的一个方向。李传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实录观念的理论

特征》、周文玖的《经学与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姜海军的《程

颐对<春秋>经传的认知、诠释及其理学》、王红霞的《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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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经学研究者？——顾颉刚的经学研究角色定位》、黄涛的

《试论蒙文通的经学立场与史学研究——以<古史甄微>为中

心》都体现了这一取向。此外，历史认识与政治的关系，修史

与政治的关系，史学家的政治理想在历史编纂中的反映等，在

本卷“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栏目都有深入的探讨。特别是王记

录教授通过考察清朝皇帝对修史的干预，揭示了清朝官方当代

史的书写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提出“帝王史学”的概念，对进

一步反思中国古代史学富有启发性。郭蔚然对《泰西新史揽要》

成书的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探讨带来了一缕清新。 

在历史教育方面，尤学工的《论晚清历史教育》和李孝迁

的《困境与应对：试论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分别从积极的和

消极的视角，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两文观点有一定

的差异，论述和思维风格亦有不同。读者正可以从中认识到它

们之间具有互补性，有益于使自己的认识臻于完整、全面。加

强对外国史学的研究，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本卷设立“外国

史学研究”，刊发尹宁的《论<诸奥古斯都传>的写作特点》、王

羽飞的《劳埃德·德莫斯的心里史学》两文，对国外史学名著

进行评述，评价最新西方史学理论。本刊重视史学评论。“书

平”是史学评论的一种形式，本卷的两篇书评，分别对杨共乐

教授主编、易宁等教授主撰的《古希腊文明》和美国密西西比

州立大学吴淑惠教授著《<史记>论析六章》进行评析，认为两

书在各自领域均推进了研究，可谓最新成果的重要呈现。此外，

本卷还刊发了中心所主办会议“史学研究的挑战与回应”学

术研讨会的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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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杨共乐教授所主编《史记研究》（第一辑）出版 

 

2016 年 10 月 1 日，杨共乐教授所主编《史记研究》（第

一辑）出版。本书包括《史记》文本研讨、《史记》史事研讨、

《史记》人物研讨、司马迁思想研讨、《史记》散论、2015 年

《博览群书》特邀教授笔谈、司马迁生年研讨为 7 个专题，共

收录《史记》研究论文 40 余篇。《史记研究》论文集代北京史

记研究会会刊，计划三年出一辑。北京史记研究会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今年 2016 年是第三届年会，出版的《史记研究》

是第一辑。随着时间的推移，若干年后将积累成一套《史记》

研究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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