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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中心刘林海教授所申报课题获批 2018年度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近期，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正式公布，

我中心刘林海教授所申报的课题《古代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史学

的建构研究》（项目号：18BSS022）获准立项，资助经费 20 万元。

特表祝贺！ 

 

二、瞿林东先生荣获 2018年北京市师德榜样荣誉称号  

        2018 年教师节，由北京市教工委、市教委、市教育工会联合

评选的 2018 年北京市师德榜样（先锋）名单公布，我中心教授瞿

林东先生荣获 2018 年北京市师德榜样荣誉称号。 

读中学时，瞿林东就立下志愿，要做一名人民教师，为此他

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不畏艰苦，到边疆高校

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他学术功力扎实，教学认真，

讲课为通辽师范学院广大师生交口称赞，是通辽师范学院的名师。

1981 年他奉调回京时，学生集体步行到火车站，挥泪送别，场景

感人。瞿林东在边疆高校扎实工作 13 年，为落后省份的人才培养

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瞿林东先生坚持立德树人与教书育人相结合，潜

心学术，精心培养学生，始终能够以德施教、以德立身，带头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良师德师风，争做“四有好老

师”，在师生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成为师生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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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九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我校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13—14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

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古籍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承办的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京师大

厦召开。来自日韩及两岸四地的近 40 位学者参加了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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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

大学谢伟杰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研

究员分别为大会致辞。 

 

本次会议以“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古文献学”为主题，与会学

者围绕“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思想史与史学史”“域外汉籍与

域外文化”“社会文化史”等专题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大会进一

步丰富和推动了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圆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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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晁福林先生著作获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

成果奖 

11月18日，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福林的著作《上博简<诗论>研究》

喜获国学成果奖。《上博简<诗论>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著作分为三编，上编对上博简《诗论》进行

疏证，中编分别对简文进行综合研究，下编则是对《诗论》进行

专题研究。本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新意迭出，具有很高的学

术价值。 

 

本届国学大典由岳麓书院、凤凰网、敦和基金会、一点资讯

联合主办，旨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海内外数

百名专家学者和传媒、企业的知名人士出席了本次典礼。国学成

果奖著作均由学界专家匿名推荐、评审、投票决出。2014 年，晁

福林先生《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一书曾获首届全球

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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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成功召开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下午，我院举办《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新

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副院长李帆主持，杨共乐院长致欢

迎词。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陈其泰，中国社科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武寅，人民出版社副

总编辑、编审陈鹏鸣，北京市社科联学术活动部主任张涛，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牛润珍，北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周少川、向燕南、汪高鑫、周文玖等，

共 2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北京市社科联、福建人民出版社发来致

贺词。 

 

与会专家就《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的出版展开探讨。中国社

科院武寅副院长强调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

性，指出中国史学思想史是其他领域思想史的基础，肯定《中国

史学思想会通》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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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先生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代背景和老一辈学

者的学术积淀下，吴怀祺先生与其学术团队的学术研究及《中国

史学思想会通》的出版，为北师大史学史学科以及中国史学界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 

高岱教授认为，史学研究应当注重继承传统，加强团队合作，

这两点在《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的编撰上都有着较好的体现。认

为当下我们中国的史学研究应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要从文化、

文明的角度讲有深度的中国故事，《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正是一部

很好地讲述中国故事的代表著作。 

牛润珍教授提出，《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可以有三个定位：一

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的成果，二是史学史研

究的一个纪里碑，三是践行白寿彝先生会通思想的重大成果。 

与会专家还就吴怀祺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学术交往进行交流。

刘家和先生从学术传承角度肯定了吴怀祺先生充分继承了白寿

彝先生史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认为这样的学术传统应当在北师

大历史学院不断地传承下去。刘先生回顾了与吴怀祺先生的学术

交往，指出吴先生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初就已确立了史学思想史这

一研究方向。刘先生还重点论述了吴先生专注于易学的研究，认

为这是继承了司马迁“正《易传》，继《春秋》”的学术主张。瞿

林东先生从创办《史学史研究》杂志一丝不苟、研究史学思想史

一以贯之、研究郑樵会通之学有独到见解、讲易学与史学的关系

成一家之言、讲史学民族性彰显中国史学特色、培养学生呕心沥

血等六个方面，对吴怀祺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作了系统评述。    

陈其泰先生对吴怀祺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在中国史学思想史

领域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强调吴先生及其学术团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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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白寿彝先生挖掘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遗产的学术

主张，在史学研究面向世界的同时，注重总结传统史学的文化精

髓，这对当前的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民出版社的陈鹏鸣副总编回顾了求学阶段以及在参与撰

写《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的时期与吴怀祺先生的学术交往，对吴

先生的悉心指导与帮助表达了真挚的感谢。牛润珍教授重点论述

了吴怀祺先生对白寿彝先生会通之学的理解和实践，指出吴先生

的会通之路是先由史学到易学，进而强调通四部之学的。 

 

吴怀祺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作为“十三五”国

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于 2018 年 9 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

正式出版。这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共 16 卷，500 余万字，是吴怀

祺教授及所带领的学术团队本着会通的精神，多年来精心探究中

国史学思想的结晶，为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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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高科研素质，探寻创新之路——我中心晁福林

先生为珠海校区博士后做讲座 

为加快珠海校区励耘史学研究院的建设，提高青年史学工作

者的科研素质，我中心晁福林先生专程从北京前往珠海，对珠海

校区博士后的学习、工作进行现场指导。12 月 10 日下午，晁先

生在珠海校区国际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为博士后做了一场题为

“浅议科研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座。任玲老师和十三位博士后

认真聆听了这场精彩的讲座。 

晁先生以学术论文的选题为切入点，指出选题应具有较强的

学术意义，多选取具有开创性的题目，尤其重视在思维上有所创

新的题目；选题应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不宜过大或过小，力戒

繁琐考证；选题时应学思结合，虚心求教，反复推敲，谨防失败

选题；日常学习时应有怀疑精神，不盲从，不迷信，发现问题应

及时记录，做个有心之人。晁先生强调，青年学者在进行学术选

题时应结合主客观情况，既要开拓新课题、攻克难问题，又要有

自知之明，指出：“知难而进，是勇气；知难而退，是智慧”。 

晁先生结合陈寅恪“预流”说、甲骨文、彝铭、敦煌文书、

苏联解密档案、《天圣令》研究、灵魂问题等具体案例，阐明新材

料、新思维对学术创新的重要意义。他通过讲述阎若璩、王国维、

陈寅恪等古今学者和陈垣、何兹全、赵光贤、刘家和等北京师范

大学前辈学者的学术经历，勉励大家珍惜时光，潜心研究，勇于

探索，为将来的学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晁先生谦逊风趣、才思敏捷，在讲座过程中高屋建瓴、深入

浅出，既着眼理论方法的指导，又注重具体案例的分析，既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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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又强调前瞻性。 

 

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结束之后，单磊博士代表大家向

晁先生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并进行了简短的总结。与会者一致表

示本场讲座对青年学者今后的科研工作极具指导意义。 

 

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8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2018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主办，来自全国 40 余所高校、

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百余名学者参加此次大会。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8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历四十年的发展，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学科理论框架得到完善，而

且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不断深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结点

上，梳理、总结过去 40 年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相关领域研究的发

展历程、成果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树立信心，进一步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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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反思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共谋学科未来的发展方

向。会议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围绕这一议题展开。 

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回顾了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在改革

开放四十年中的发展历程。刘先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以林志

纯、吴于廑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试图突破世界古史研究中

长期忽略中国史的西方话语模式，将中国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论述

之中，这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刘先生认为，

单一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史料汇编远构不成世界史，世界历史是

作为世界整体的历史，是由各国、各地区历史组成的有机的统一

结构。而要找到各国、各地区历史间的内在规律与联系，就需要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各历史间存在的异同。期望年轻学者

们能进一步拓展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既有领域，打破中国史与世

界史学科相隔离的思想障碍。针对这一话题，陕西师范大学赵世

超教授也总结了自己多年的经验，他说，比较研究不仅如刘先生

所说可以明异同，辩异多，避免蔽于异而不知同，避免蔽于同而

不知异，更可以在世界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剥离假

象，判明是非，端正方向。赵先生呼吁学界应该在如何继承和提

倡以贯通为特色的史学思想方面展开重点讨论，发展中西史学比

较研究。 

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对新时期中国

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历史学的历史使命之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建设起

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需要以总结古代和近

现代史学理论遗产为基础，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有针对性地和合理地吸收西方古往今来史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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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史学的理论框架相融汇，形成中西结合的历史学的理论形

态。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则在总结 40 年来学界在阐释中国

古典史学领域所获成就的基础上，以《国语》、《史记》、《汉书》

为例，探讨了推进研究仍需深入挖掘的几项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

设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这些古典名著如何构成中国史学由奠

基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体例的变化如何反映出史家对观察和再

现客观历史的新认识等。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针对中国史学史学

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五项史学史专业团队需要承担的学术使命，

即展开学术论辩、解决认识分歧；承当求真、求是的史学评论；

培养更精良的专业人才；重视历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推动历史

教学与历史学科结构的改革。此外，河南师范大学王记录教授认

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回归”自身，在“摆脱”偏见、就某

些合理性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推动结构性“变革”。 

在史学理论领域，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追溯了中西史家

百余年来有关“史”和“论”或“事实”与“解释”是非轻重问

题的争论。庞先生认为，这一争论迄今未见疏解途径的原因，在

于找不到一个判断是非真谬的标准，其结果便总是导致“各说各

的理”的相对主义。而这个标准，在庞先生看来，唯有求助于马

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即从具体上升到一

般，再从一般上升到具体的双向验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吴英研究

员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界唯物史观研究所大体经历的

三个历程，从头十年的研究热潮到 90 年代的相对沉寂，再到新世

纪以后建构唯物史观新解释体系的艰苦工作。首都师范大学邹兆

辰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理论学科在学科建设、学术

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也就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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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

国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这四对关系进行了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周少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宋学勤教授、渤海

大学吴凤霞教授、南开大学卞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董立河教授

及聊城大学赵少峰副教授也分别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历史文献

学的理论与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辽金史学研究、

徽学研究、中国的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及国别和区域研究的

发展历程进行了论述。 

（二）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史学研究离不开对具体或微观问题的探讨。本次会议有关中

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讨论视野开阔，主题多样，且呈现出

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引发与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其一，特定史著、史家（思想家）及史家间学术传承关系。

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向来在史学史领域中占据较重分量。本次会

议不乏对《论语》、《荀子》、《史记》、《左传》、《三国志》、唐修《晋

书》、乾嘉三大考史著作、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典籍与史著的

探讨。学者们或开拓新的视角，如对以“志”为名缘由的讨论；

或运用新的材料，如新出土的唐人墓志及简帛古书；或运用新的

方法，如用逻辑推导的方式完成对《史记》述秦昭襄王二年秦国

内乱资料的考辨，推动对传统论题研究的深化。也有学者关注于

某一具体史家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史中的重要事件，或对个中史实

进行辨析，或对事件的意义进行再挖掘。如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

关注于民国时期谷霁光对《宣统政纪》所进行的文本校勘、编纂

纠谬和主题批评工作，认为这些工作客观精准，用证据说话，但

也表现出谷霁光在国家危机存亡之秋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史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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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怀进行探讨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教授，他特别撰文祭

奠了抗战英烈、国学大师吴承仕为民族救亡献身八十周年，追溯

了吴承仕先生“从学者到战士”的一生。上海师范大学陈勇教授

以 20 世纪史家李埏和钱穆间的交流及传承关系为线索，论证了

钱穆的言传身教和治学方法对李埏个人生命塑造所起的重要作

用。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剖析了郭沫若与金祖同之间的师生

情谊，加深了与会学者对金祖同这位史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但

英年早逝的学者的认识。淮北师范大学李勇教授围绕胡适驳议王

国维的缘起和思路，重新梳理了学术史中著名的戴袭赵一案的相

关史实，认为胡适为戴震翻案主要与其治学方法和推崇戴震有关。

另外，对史家思想的探讨也是深化史学认识不可或缺的环节。淮

北师范大学王振红教授通过回归文本语境及比较其他学者的认

识诠释了章学诚“别识心裁”之说，提出该说以“学问之道，功

力必兼性情”为理论指导，以“性之所近”与“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为基本途径，以“道欲通方”、“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为

旨归。上海财经大学徐国利教授则就马克思主义史家翦伯赞的文

史观进行探讨，指出这一观念开拓了“引文入史”的治史新径，

发扬了“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传统。 

其二，历史文献学、历史观与史学流派。北京师范大学汪高

鑫教授论述了汉代目录学从《别录》、《七略》到《汉志》的发展

历程，前者成为中国目录学之圭臬，后者则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四

部分类的基础，开创了正史编纂艺文志的先河。首都师范大学江

湄教授梳理了金、元史家对“蜀汉正统论”的论述，这些论述表

达了当时汉族士大夫的“中国”意识，其不但有着政治目的，更

与这一特定人群当时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安庆师范大学董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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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则细数了桐城派的史学成就，指出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义

理、考据、词章兼修，史学经世思想和因势而变的历史观不无关

系。 

其三，中外史学交流状况。在以往研究中，中外史学交流论

题往往被人忽略，在各地区间联系不断加强的今天，这一论题显

示出其特殊价值。有关这一论题，湖南师范大学易兰副教授从接

受史视角出发，追溯晚清民国时期古希腊史学在中国由“接触”

而开始、“阅读”而推进、“接受”而深化、“选择”而回应的传播

过程。河北大学申慧青副教授、厦门理工大学洪认清教授及曲阜

师范大学赵满海副教授分别梳理了北宋与高丽之间的史学交流、

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所传播的苏联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对新中

国考古学发展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人类学对推动中国亲属称谓

研究的影响。 

其四，当前史学发展趋向。时代发展会为历史研究带来不同

的挑战，对此，首都师范大学邓京力教授探讨了史学史研究中近

二十年来出现的跨文化研究的范式与其特征，邓教授认为这种方

法能够突破以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抛弃西方价值中心主

义。兰州大学赵梅春教授则思考了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的快

速发展对史学研究提出的挑战，她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

者不仅应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还应加强史学基本功的修养，

具有人文情怀。 

 （三）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在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一方面，学者们立足于

时代前沿，思考当下史学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另一方面，

学者们也把握住传统路径，寻求通过扎实的史学研究解决当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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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争论中的问题。 

在对宏观史学发展形态的探讨上，一部分学者关注于当下史

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四川大学何平教授梳理了西方历史研究在 21

世纪范式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如何重新定义

历史书写的对象、如何摆脱地方性视阈等，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恰

当处理正在引导历史研究向新的形态过渡。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

教授介绍了德国概念史家科泽勒克的“鞍型期”概念，认为在当

代同样处于转型的背景下“鞍型期”概念所蕴含的三种分析维度

为我们探讨历史阐释公共性的塑造路径提供了经验指南。河南大

学周祥森教授立足于对当前大数据时代的思考，提出“作为哲学

表现形式的历史学”这一概念，其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例，指

出要使史学教人以智慧就无法脱离哲学。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文涛副研究员、苏州大学张井梅副教授则分别

就大脑记忆如何文本化、历史与科学间的关系以及大历史对采集

狩猎时代进行强调的可行性问题同与会学者进行了讨论。 

在抽象的史学理论议题评介方面，北京联合大学王利红教授

介绍了德国思想家卡西尔的历史哲学及其思想史作品。四川大学

吕和应副教授梳理了德国第一位系统建立历史主义谱系的思想

家特勒尔奇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顾晓伟博士通过对勘黑格尔与

柯林武德的著作，论述了柯林武德是否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的问

题。天津师范大学李友东副教授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后西方学界

出现的后现代“历史叙事”论争进行评析。 

在微观史学问题的分析方面，西南大学徐松岩教授考察了

“希腊”这一概念的起源与流变，他认为虽然 1822 年前不存在一

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但“希腊”历史文化始终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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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侯树栋教授通过对《法兰克人史》进行解读，提出

中古早期欧洲呈现二元一体的政教关系的观点。北京大学李隆国

教授探讨了从加洛林王朝基督纪年法的确立到加洛林帝国时期

基督教编年史记事功能的复兴，使编年史逐渐演变为中古历史记

载的主流体裁的过程。 

（四）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此次会议的另一重要主题是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

践。针对这一主题陕西师范大学王成军教授从统一的多样性与统

一的普遍性范畴出发，讨论了诠释学的“视阈融合论”与史学比

较观念二者之间的明显相同点和不同点。王教授指出，对这二者

间关联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将有利于比较史学观念的深入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通过考察西方比较历史研究与科学主

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指出比较历史研究是近现代

西方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制造者，对它的认识不应脱

离其存在的环境。 

还有学者对中西史学观念进行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庞慧副教

授立足于中西语词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尝试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思

想书写中语词使用的方式和特点，从“言与意”、“名与实”、“论

与不论”三个议题来探讨中国古代思想书写的共同倾向。中国社

会科学院廉敏副研究员通过列举中国古代史学认识中的究天人

之际、书法不隐和鉴识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史学中存在着认识方

面的自觉，以此回应西方的一些错误论断。上海师范大学徐善伟

教授在比较中西史学专业化道路后得出，中西史学都是从考据学

开始，通过强调历史学的特性即真实性走上专业化道路的；同时

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也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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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选取了具体领域中的微观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河南

科技大学杨晴博士就先秦时期中国的“夷夏观”与希腊罗马的“蛮

族观”进行了比较；陕西师范大学骆扬博士论述了《左传》不同

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倪滕达副教

授的英文论文通过比较中国思想家王充与罗马帝国早期学者琉

善间的思想，论证了东汉文人所享有的思想空间；陕西师范大学

邓锐博士探讨了文艺复兴史学与宋代史学间相似的近代化过程。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于中西语言间的互译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向燕

南教授聚焦于中文“历史编纂”一词的词源、语义及中西对“史”

之理解的差异，说明了中文的“历史编纂”不同于西方史学语境

下的 historiography 和 historical narrative，而相当于 history writing，

指研究历史编纂的理论、体裁体例与方法的学科。首都师范大学

刘文明教授探讨了西方“帝国”概念的历史性及其文化独特性，

提出不能将西方的 empire 译为中文“帝国”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

史的观点。东北师范大学马艳辉副教授从自身经验出发，讲述了

刘知畿《史通》英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对此与会学者肯定了将

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外译对中西史学交流的意义。 

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姜海军副教授致

开幕词。我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致闭幕词。杨教

授总结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自建立以来，不断发展，涌现

出一大批学者，目前已形成自身的学术特色。在先辈先生的带领

下，近十几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产出了一批经典作品。

在此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也要树立更高目的，跟上时

代要求，参与进时代变革之中，发挥更好的引领作用。杨教授感

谢一大批专家学者多年来给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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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帮助。 

此次会议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理清了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各学科领域在过去阶段中的发展历程与所获成果和经验，在

一些领域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开拓

了学术视野，增进了交流，深化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会议

取得圆满成功。 

 

八、“贵在建派立说，成于落地生根”——我中心主任

杨共乐教授为珠海校区博士后作讲座 

12 月 21 日 19:30，我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在

珠海分校国际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为珠海校区博士后做了题为

“贵在建派立说，成于落地生根”的讲座。励耘史学研究院办公

室负责人任玲老师与 15 位博士后聆听了讲座并与杨院长进行了

交流。 

本次讲座中，杨共乐教授结合自身为学与行政工作的经历，

为在场听众讲述了历史学院的发展历程、学术传统、辉煌成就及

发展蓝图。他指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是出大师的学科，传

承体系严密，学术生态优良，学术传统深厚，学术方向明晰。陈

垣、白寿彝、刘家和三位先生，奠定了北师大历史学院的学术风

格。陈垣先生的“根柢之学”、白寿彝先生的“贯通之学”、刘家

和先生的“中西会通之学”，是百年以来北师大历史学科传承与发

展的宝贵治学精神。在这一坚实基础之上，历史学院近年来大力

进行学派建设，为建设有自身学术传统、学术传承人、学术方向、

学术特色、方法与理论和标志性成果的北师大史学学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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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共乐教授指出，历史学的成就和个人的学术积累有密切的关系，

但历史学的大成就一定与团队的前沿问题积累有关，是个人学术

积累与团队前沿问题积累相互结合的产物。而学派建设，为个人

提供了一个加入一流学术团队的机会，加速自身成长，也为学院

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在这种发展理念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近年来取得了突

出的业绩。在第三、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中国史学科均获评全国

第一。十年来出版学术作品四千多册，包括 23 卷《陈垣全集》、

12 卷 22 册《中国通史》、22 卷《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5 卷本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视野下的中华

民族精神》等，多部著作荣获国内众多出版大奖。学院下一步的

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学术与社会影响力，持续出版重量级学

术著作，并继续培养和扶植新的学术传承人。杨共乐教授最后强

调了珠海校区博士后培养工作对于学院发展乃至国家人才培养

的重要意义，希望将励耘史学研究院办成史学界的“黄埔军校”，

勉励大家作为第一批博士后应该增强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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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博士后在聆听讲座之后，加深了对历史学院悠久历史和

辉煌成就的认识，无不为之鼓舞，在了解学院的发展蓝图之后，

更增强了使命感与紧迫感，明确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纷纷表

示要充分利用学院所提供的有利条件，更加努力地投身学术研究

工作。 

 

 

 

 

 


	2018年第3、4期工作简报封面
	2018年第3、4期工作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