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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瞿林东先生应邀在武汉大学讲学 

2016 年 10 月 16 日上午，我中心教授瞿林东先生应邀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作了题为《史论与论史及其他》的学术讲座。

讲座由谢贵安教授和杨华教授主持。第三届珞珈史学博士论坛

的青年学人、武汉大学师生 150 多人聆听了讲座。瞿先生将自

己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论”和“论史”的最新思考，分三

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报告：一是中国丰富的“史论”遗产及其特

点；二中国古代“论史”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三是论“论

史”与史学批评。瞿先生在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思想遗产

时，呼吁青年学者重视传世文献中的史学理论资料，在研究具

体问题时注重理论关照。他希望大家，根据天人关系、古今关

系、时势关系和理道关系等范畴，构建中国的史学理论话语。

瞿先生此次讲座受到武汉大学师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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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侯树栋、刘林海教授参加“中世纪中国与欧

洲的社会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10 月 22—23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

古代史研究中心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中世纪中国与

欧洲的社会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匈牙利中

欧大学、厄特沃什·罗兰大学、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此次大会。 

北京师范大学宁欣教授主持大会开幕仪式。我中心侯树栋

教授主持主题报告及讨论。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教授、中欧大

学贝拉教授和艾丽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分别作了

主题报告。内容涉及君士坦丁堡城市的管理理念、中世纪欧洲

的建筑规模、唐代国家权力对墓志铭书写模式的影响等方面。

随后，研讨会进行了分组报告和讨论。学者们立足中世纪中国

与欧洲的社会治理这一主题，从多角度、多方位探讨了相关问

题，主要涉及法律、制度、经济社会、文明或跨区域交流等方

面的内容。其中既有具体问题研究，也有理论思考；既有对旧

问题的新认识，又有新理论和新领域的新成果；既有立足中国

或欧洲的单向研究，又有中西之间的比较研究。最后，我中心

刘林海教授作了大会总结并致闭幕辞。此次学术研讨会，与会

学者踊跃发言，积极讨论，不时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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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对于中世纪中国和欧洲社会治理的认识，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刘家和先生给青年学子谈治史经验 

 

2016 年 11 月 1 日，刘家和先生为中心和历史学院的青年

学子作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主持。刘先生从

上世纪 40 年代末自己上大学的经历谈起，讲述学习历史的原

因，阐释学习历史的意义，并与大家分享了学好历史的关键要

素。他指出：学历史，第一，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每一位学

习历史的人都应该带着兴趣、好奇心进行“自我充电”；第二，

学历史要懂得“理解地记忆”，把具体的历史事件放入特定的

时空坐标中去，将自己从事的事业“变苦为乐”。刘先生对青

年学子提出了殷切希望。他相信，在年轻的学子中，一定会出

现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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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瞿林东先生所著《我的史学人生》出版 

 

11 月初，瞿林东先生所著《我的史学人生》由中华书局

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共收录 27 篇文章。上编“领

略师辈风范”，所辑文章，内容皆是关于瞿先生的老师一辈的

学者；中编“品评史书旨趣”，是“根据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之

古今论著而予以品评的文章”；下编“探究史学底蕴”，主要

是关于史学思想层面的文章。此著集中反映了瞿先生治史的情

怀和追求，对于青年学人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五、中心周文玖、汪高鑫教授应邀参加第五届“汉

化·胡化·洋化：传统社会的挑战与回应”学术研讨

会 

11 月 3 日至 11 月 7 日，我中心周文玖、汪高鑫教授与历

史学院李帆、董立河等教授应邀赴台湾中正大学，参加第五届

“汉化·胡化·洋化：传统社会的挑战与回应”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中正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

办，共收到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等地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国

学者的 23 篇论文，内容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

史等诸多方面。论文作者对各自的成果作了详细报告。与会学

者对我中心两位教授的报告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展开了深入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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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汪高鑫教授所申报项目获准立项 

 

       11 月 3 日，教育部社科司下发通知，汪高鑫教授所申报

的课题《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被正式批准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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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16JJD770007,经费额度为 80 万元。汪教授所申报课题获

准立项，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我中心的研究领域。 

 

 

七、西南大学徐松岩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讲座 

 

11 月 17 日下午，受我中心刘林海教授的邀请，西南大学

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徐松岩教授在主楼 600

作了题为《从“同盟”到“帝国”——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海外

扩张与东地中海国际关系探略》的学术讲座。我中心杨共乐教

授、刘林海教授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加了讲座。徐教授在

讲座中主要探讨了雅典同盟的建立及其组织结构；雅典同盟的

演变；雅典在军事、行政、法制、宗教等方面的强化措施，民

主政治、民众法庭的作用及雅典人海洋意识的形成。在提问环

节，徐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和交流。同学们表示获

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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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心副主任张越教授应邀赴河南师范大学讲学 

 

12 月 6 日下午，我中心副主任张越教授应邀在河南师范

大学新五五四楼 401 教室作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走向”

的专题讲座。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师、学生 200

余人参加了讲座。张越教授在讲座中阐述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形

成和发展历程，详细讲解了近代史学家怎样对待旧史学，如何

处理新旧史学的关系，以及“新史学”所开辟的近代中国史学

的研究路径，并耐心地解答同学们提出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学的

问题。张越教授的讲座受到河南师范大学广大师生的欢迎。 

 

 

九、  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生

论坛成功举办 

2016 年 12 月 10 日，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研究生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600 会议室隆重开幕。本

届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瞿林东先生，我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历史学

院董立河教授，历史学院顾晓伟和曲柄睿老师以及来自全国各

院校、科研单位的 60 余名参会同学出席开幕式。在开幕式上，

杨共乐教授欢迎词，瞿林东先生就本次论坛主题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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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共收到读研究生投稿百余篇，最终有 60 篇论文

入选。论坛设置三个分会场，分两个时段讨论。各分会场的主

持人分别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汪高鑫老师、张越老师、董

立河老师、顾晓伟老师、曲柄睿老师担任。与会同学积极参与

讨论，在互动过程中，对参会论文所论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学科的相关问题各抒己见。大家增长了学识，锻炼了能力，收

获了友谊。经过一天紧张而热烈的讨论，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生论坛于当天下午 5 时 30 分举行闭幕

式。在闭幕式上，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对论坛的成功举办

表示祝贺，周文玖教授代表论坛组委会致答谢词。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生论坛旨在为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一个研讨、交流的平台，以拓

宽学术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本次论坛来稿数量颇丰，稿件质

量较高，参会同学围绕论坛主题相互交流，学术讨论气氛十分

活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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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我中心成员参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学术研讨会 

12 月 17 日上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市历

史学会联合主办的 2016 学术前沿论坛历史专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我中心汪

高鑫、周文玖、刘林海、张昭军等教授出席了本次研讨会。研

讨会由刘林海教授主持。汪高鑫教授作了“天人之际——传统

史学的整体性特征”  的学术报告。他强调了整体性思维和二

重性思维的重要性。张昭军教授以“礼在近代的失落与转生”

为题发言，所讲内容体现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现实价值的思考。

周文玖教授对其发言作了详细点评。他认为思考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实价值十分必要，并期望张昭军教授能在“礼的转生”方

面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刘林海教授对刘丹忱副教授的“中国

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报告予以高度赞扬，指出这种

比较型观点不仅新颖，同时实用价值很大。最后，与会专家学

者，以及聆听报告的研究生都有针对性地积极提问，各位教授

对所提问题耐心地一一解答。本次大会到此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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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三届全国影像史学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6 年 12 月 17 日和 18 日，由我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历

史影像研究中心、历史影像实验室联合举办的“文本•影像•

历史”第三届全国影像史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南京

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宁波大学、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摄影出版社

等 20 余所高校和机构的学者参会。会议由影像史学教研室主

任吴琼主持，历史学院副院长姜海军代表学院致开幕辞。 

        本届会议共收到 35 篇论文，有 19 篇入选会议论文集。研

讨会分“文本与影像”、“影像与历史”、“影像史学研究动态”

三个论题。17 日下午，会议围绕“文本与影像”论题展开研

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萍对近四十年影像史料的出版状况进行

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南京师范大学范国平就《美国国家档案馆

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南开大学侯

杰分析了《支那事变画报》中的女性形象。山东画报社出版社

傅光中论述了《支那事变画报》翻译出版的价值与意义；中国

社会科学院李学通就《图说中国》的影像，阐释了影像史学视

野下的晚清社会状况。 

18 日上午，会议围绕“影像与史学”主题展开。南京大

学韩从耀回顾了中华图像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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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图像文化史》的构想、书写与出版的发表了见解。陕西

师范大学郭海文从形象史学的视角探讨了大唐公主饮食生活。

南京大学贾登红就图像史研究中的“碎”与“通”的问题阐述

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国家图书馆罗永明以西方记者卡尔•迈当

斯为个案，考察西方记者摄影报道对中国抗战的影响。18 日

下午，会议讨论 “影像史学动态”，宁波大学钱茂伟将影像史

学与公共史学联系起来，提出影像记录是公共影像史学发展的

方向。南京大学王灿主要论述了历史影视与历史真实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吴琼宣读了论文《从历史影像实验到影像史学研

究》。他结合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影像实验教学的建设和经验，

分析了影像史学的构成基础，提出了适应高校教学与研究的发

展路径和学术规范。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参观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影

像研究中心、实验室，对影像史学的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等问

题进行了交流，高度评价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影像史学

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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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我中心成员参加“古代世界的宗教与教派”学

术讨论会 

 

12 月 24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古代史研究中

心举办的“古代世界的宗教与教派”学术讨论会在英东学术会

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商务印书馆、世界历史编辑部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研讨会由我中心侯树栋教授主

持。本次会议重点探讨古代世界的宗教及教派，涉及佛教、犹

太教、基督教及古典宗教信仰等问题。与会学者从个案研究或

理论等角度，分析不同宗教、文明的特点，探讨宗教或文明之

间的交流与共存等问题。我中心刘家和先生作了题为“佛教之

传入中国与基督教之传播于罗马”的重要发言。他从历史背景、

进程和影响等方面分析了二者的异同及原因。刘先生对佛教传

入中国的史料进行了考证和梳理，还探讨了早期佛教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冲突与交融问题。刘先生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

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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