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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共乐教授总主编的《<史学史研究>文选》出版 

 

2017 年 2 月，杨共乐教授总主编的《<史学史研究>文选》

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此文选是编委会在认真研读《史学史研究》

全部刊文的基础上，精心分类选辑的成果。其内容包括董立河

教授主编的《史学理论》，汪高鑫、向燕南教授主编的《中国

古代史学》（上、下），周文玖教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学》，

易宁教授主编的《外国史学》和汪高鑫教授主编的《人物志》

（上、下），共七卷。在《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之际，

编委会精心出版《<史学史研究>文选》,旨在展示五十五年来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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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忠文研究员来我中心

作学术讲座 

3 月 29 日下午，应我中心张昭军教授的邀请，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忠文研究员来中心作了题为《如何从人物入

手研究晚清政治史》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张昭军教授主持。马

忠文研究员指出，关于某一人物的资料相对便于搜集，研究者

可以从某一人物入手，进而探讨当时社会情况。因此，人物研

究常常是专业历史研究的起点，可被看作进入史学研究的捷径。

与此同时，人物研究由于预设某一历史人物为主角，容易出现

夸大人物作用、视野局限于人物生平的问题，这需研究者尽量

避免。他以宗族制度、科举制度、京官生活等主题为例，说明

人物研究需要从个人的生活史出发，来把握人物所处时代的制

度、文化和风俗。人物群体、派系及其演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领域，其中包含亲缘、地缘、年谊等方面的内容。研究历史

人物，往往要对其作出评价。马文忠研究员认为，评价历史人

物一定要结合具体历史问题，这样才有意义。此外，研究者须

注意，道德评价不能代替历史评价。 讲座结束前，吗研究员

与同学们进行了交流，热情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此次

讲座深化了同学们对晚清人物研究和政治史研究的认识，同学

们表示很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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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汪高鑫教授所著《中国经史关系史》出版 

  

4 月初，汪高鑫教授所著《中国经史关系史》由黄山出版

社出版。此书系汪教授所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经史流变探源》（项目批准号：11JJD770014）的

结项成果。《中国经史关系史》详细阐述了“六经”的史籍属

性与历史思维、汉代经学的兴起与史学的崇经意识、魏晋南北

朝经学的玄化与史学的玄化倾向、唐代经史总结与疑古惑经中

的经史关系、宋元经学的理学化思潮与史学的义理化倾向、明

代经学转变与史学的新变化、清前中期经史之学嬗变中的经史

关系、晚清经史之学的转向与新史学的出现等具体内容，旨在

准确把握经史流变的时代原因、特点、基本走向等内容，以揭

示中国经史之学的发展规律。此书具有加强传统经史关系研究

的薄弱环节、填补学术空白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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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文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端学术论坛

在我校召开 

2017 年 4 月 7 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学科与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端学术论坛在主楼 600 隆重召开。北京

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

心、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晁福林、陈其泰，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教授高岱，宁夏师范学院副校长钟正平，北京师范大学民俗

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李国英及来自《人民日报》、中国社会

科学杂志社等单位的 21 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郭家宏主持，我

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致开场词。与会的各位专家学

者就“人文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讨

论。刘家和先生首先发言。他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有特

点的大学，而一个大学的特点来自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北京师

范大学的人文学科就具有深厚的学科基础，具备成为世界一流

大学、一流学科的条件。我们必须发扬这一传统，为建设一流

大学、一流学科而努力。瞿林东先生对刘家和先生的观点表示

赞同，同时结合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三点要求，做了进一步论述。他还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

须做到古今结合，有民族性，有中国特色。郑师渠先生为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了一些建议，如高度重视人文学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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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师范院校的价值等。晁福林先生认为，“双一流”建

设是一项顶天立地的事业，具有全局意义，我们应抓住机遇，

使我们的研究走在世界前沿。陈其泰先生认为，应充分认识人

文学科与理工学科具有同等重要性，北师大人文学科在“双一

流”建设中大有可为，应积极抓住机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

授高岱先生以北大人文学科为实例，指出了人文学科的特殊性、

重要性，提出“双一流”的建设不应以评估标准为指挥棒，应

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宁夏师范学院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挂

职校长助理钟正平教授充分肯定了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科取

得的成绩，认为北师大的人文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必然有

一席之地。李国英先生认为，一流大学一定要有人文精神，建

设一流大学一定要立足传统、鲜明特色、推进创新。 

本次会议是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双一流”大

学建设而召开的。在将近三个小时的研讨中，与会专家踊跃发

言，纷纷提出新观点和新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人文学科与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关系的认识，对促进我校人文学科的发展，推

动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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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报道我中心“人文学科

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端学术论坛 

4 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报道了由我中心和北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于 4 月 7 日共同举办的“人文学科与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端学术论坛。这体现了我中心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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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杨共乐教授所著《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出版 

 

6 月，杨共乐教授所著《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由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著包含丝绸之路综合篇、丝绸之路疑难

问题解读辨析篇（上、下）和西方古代文献中的丝绸世界及附

录“古代中国的一个罗马城”几个部分。综合篇立足于宏观与

中观的阐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通贯性的视角；疑难问题解读

辨析篇以核心材料为依据，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

研究中所产生的疑难问题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作者尽力做到

论从史出，给读者提供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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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黎巴嫩巴拉曼大学阿莱克斯·雷蒙教授在我中心

作“黎巴嫩的历史与现状”专题讲座  

 

6 月 15 日下午，黎巴嫩巴拉曼大学历史系教授阿莱克

斯·雷蒙（Alex Raymond）在主楼 600 会议室作了题为“黎

巴嫩的历史与现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中心刘林海教授主

持。吴琼老师、江天岳老师及相关方向的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

术活动。雷蒙教授重点梳理了黎巴嫩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

探讨了历史上黎巴嫩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并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后，刘林海教授对本次讲座

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东西方交汇的地理位置是黎巴嫩地区的

重要特征，这不仅使该地拥有文明交流的悠久历史，也为这一

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目前国家推进“一带一路”

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要重视文化交流的历史，为促进沿

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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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瞿林东先生参加“纪念金毓黻先生诞辰 130 周年”

学术研讨会 

 

7 月 17 日至 18 日，长春出版社与长春师范大学于长春松

苑宾馆联合举办了“纪念金毓黻先生诞辰 130 周年学术研讨

会”。瞿林东先生应邀参会。在研讨会上，瞿先生高度赞扬金

先生在“史学寻找自己”方面的草创之功。他指出，金毓黻先

生所著《中国史学史》一书可谓“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或这门

专门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此书不仅为后人的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其中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至今仍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瞿先生的观点在与会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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