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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古今之变，周万事之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座谈会 

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致信祝贺，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

信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于1月11日下午组织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前主楼600会议室，

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座谈

会。我中心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三位先生分别以“没有突

破就没有穿透力”“思考历史，汲取智慧”“把握研究工作重点，

努力打造精品力作”为题发言。郑师渠、晁福林、周少川先生

分别以“史学工作者的自豪感、使命感与责任感”“责任和信

心”“继往开来，不负厚望”为题发言。中心主任、历史学院

院长杨共乐教授发言的题目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

础”。与会专家研讨热烈，效果显著。《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此

次座谈会进行了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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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新书发布暨学术研

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办 

3 月 29 日，“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新书发布会暨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召开。本次学术活动由我中心

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一带一路”古文明

书系共计 6种 7卷，字数达 450 万字，由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

担任总主编。本书系主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对人类历史发

展有重要影响的古代文明，主要包括古代埃及、印度、波斯、

中国、希腊、罗马、巴比伦与亚述等。书系既从当下观察古代

文明的整体性变迁，以宏大的视角展示古文明的兴衰，又注重

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并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与会专

家一致认为，本书系利用现有国内外的相关史料，反映各区域

文明的动态发展和各项成果，融学术性、文献性、普及性为一

体，既是专业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又是普通读者了解人类古

代文明的重要窗口。它的出版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

力支持，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主倡的“开放包容”“文明

互鉴”精神的重要价值，助力“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本次会议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旗

下的圆点直播进行全球同步在线直播，总点击量高达 600 多万；

《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珠海特区报》等多家媒体进行

了会议报道，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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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励耘书院促本科教学改革，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

开讲 

开设励耘书院，得到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的

鼎力支持。91 岁高龄的刘家和先生以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亲

自指导并为历史学院专业本科拔尖人才开堂讲授中国古代史

学经典研读、小学、史源学、考证学、文献学等课程内容。在

刘先生看来，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科的支撑与一流学

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对“根柢之学”的重视。陈垣先生作为当

时一流的教育家，不仅奠定了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一流大学的根

基，更是以史学家的身份传承、发展了传统的小学、史源学、

考证学、文献学与历史学，从而为今天北师大一流学科中国史

乃至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基于此，励耘书院将秉

承陈垣先生的治学传统与思想方法，注重从史学经典入手，基

于对经典篇章的研读与分析，突出夯实基础，培养问题意识，

将年代学、地理学、职官学、目录学等相关内容融入其中，在

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融会贯通，切实掌握历史学治学

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对刘先生这种崇高的学术使命精神给予

高度的肯定与称赞，并强调励耘书院的开设旨在传承、弘扬老

一辈史学家陈垣先生为学的精神与方法，更是借此为国家、社

会培养一批专业基础扎实、综合能力超群的年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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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中心教授主编、参编“马工程”教材多部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座谈会上指出，

党中央“对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为思政课建

设提供了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

“马工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积极组织

教师参与“马工程”教材编写工作，为“马工程”建设贡献力

量。由我中心教师担任“马工程”教材首席专家主编、参编的

教材共 4 部，分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已故龚书铎先生

任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史学史》（瞿林东先生主

编）、《中国近代史》（郑师渠先生任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

《世界古代史》（杨共乐教授任副主编）。此外，我中心陈其泰、

史革新（已故）、向燕南、张越、侯树栋、刘林海、张昭军等

多位教授也参加了上述部分教材的编写工作。“马工程”教材

由中宣部、教育部统一部署，精选专业领域内权威专家编写，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统一出版发行，供全国高校优

先选用，应用范围广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全国高等院

校本科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程指定教材，累计印刷数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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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中心多名教授承担并完成《中华大典》编纂 

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

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心多名教师承担并完成《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正是重视

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一次生动实践。《中华大典》是

国务院正式批准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也是

当代继承中国古代类书传统的最全面的古籍整理工作。全书涉

及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学科计 24 个，下设 114 个分典，

将先秦至 1911 年的中国传统典籍分类汇编。据统计全书完成

时将参考图书 2万余部，总字数近 8亿，规模将是《永乐大典》

的两倍。来自全国数十家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的数百名学

者通力合作，为《中华大典》的编纂贡献力量，其中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刘家和教授、周少川教授担任《中华大典》

编纂委员会编委。 

《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由瞿林东先生和龚书

铎先生（已故）担任主编，陈其泰、吴怀祺、许殿才、向燕南、

张越、罗炳良（已故）诸位教授担任编委，王志刚、江湄、李

珍等学者参与编纂。此典共设置三个总部，即《历史理论总部》

《史学理论总部》和《史学史总部》，搜集整合先秦至清末中

国史学领域的相关论述。全书计 600 余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于 2007 年出版。刘家和先生担任顾问，周少川教授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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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瑞全副教授任副主编的《文献目录典》于 2015 年由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 3500 万字。此典下设《文献学

分典》与《古籍目录分典》，前者汇集古代学者各专学概念、

收录实例，后者不论存佚全面著录产生于 1911 年以前的中国

古籍。我中心汪高鑫、向燕南教授等任《文献学分典》编委并

参与本书的编纂工作。 

 

六、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 

学术研讨会举行 

5 月 15 日，《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

范大学京师学堂举行。会议由我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共同举办。与会专家就《史苑学步》的出版与刘家和先生的学

术思想展开探讨。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桂生在书面发言中

高度评价刘家和先生坚守身心家国一致之正、儒家为己之学之

正，称赞《史苑学步》是一部守正创新之作。陈祖武认为刘家

和先生是陈垣、白寿彝先生两支学术谱系汇合而形成的大家，

他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的真学问、大学问。复旦大

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刘家和先生的作品都

经过长期准备、思考和打磨，展现出精益求精的学者风范。瞿

林东认为，《史苑学步》充分反映出一位历史学家通过“读书、

思考到研究”，“中国史、外国史到中外比较”，“历史、史学到

理论”的治学路径，达到由博返约、厚积薄发的境界，值得反

复学习和体悟。陈其泰认为，《史苑学步》针对如何发掘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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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华文明如何与世界交流这两大现实问题

作出了重要推进。郑师渠认为，《史苑学步》是一部极具思想

穿透力的作品，对于中国如何建立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极具启发

意义。朱孝远分享了阅读《史苑学步》所产生的“动心、初心、

慧心和平心”之体会，感受到全书充满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

李红岩认为，刘家和先生展现出的中与西、才学识德、理论研

究与实证研究的贯通境界，对新时代学术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启

迪。蒋重跃指出，刘先生充满着对“挑战与回应”的责任感和

自觉精神，对学术问题的内部结构拥有深刻洞察。 

《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一书汇集了刘家和先生近

年来在史学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兼及对世界史、中国史以及

中外历史对比研究等领域的理论思考。该书共分四辑：第一辑

“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第二辑“比较研究与史学”；第三

辑“史学的体与用”；第四辑“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书中

四辑文章关注问题宏阔，不束缚于学科和国别的界限，是刘先

生自我超越精神的体现。此著是刘家和先生多年治学的结晶，

可从中一窥先生治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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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瞿林东先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

出版 

2016 年 6 月，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

订本）》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

年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2000 年进行了重印。此次，瞿先生

在保持本书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订，增添了“中国古代史学

批评杂述”。“杂述”所收专论，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史学批评

思想，二是史学批评方法，三是史学批评个案。相对于“纵横”

的宏观阐述来说，“杂述”是微观探析，是对“纵横”的补充

和深入。这也反映出二十多年来瞿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

究领域的部分经历。 

 

八、我中心获得多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5 月 28 日，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表

彰座谈会在北京市委召开。我中心瞿林东先生的《瞿林东文集》

（10 卷本）获得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

等奖），陈其泰先生的《陈其泰史学萃编》（9卷本）获得一等

奖，杨共乐、张昭军教授主持整理的《柳诒徵文集》（12 卷本）

获得二等奖。会上，瞿林东先生作了题为“感谢伟大的时代”

的主题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

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并强调：“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

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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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

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瞿林东文集》《陈其泰史学

萃编》和《柳诒徵文集》的相继出版，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在研究古代历史与史学、整理

相关文献等方面做出的实际工作。 

 

九、我中心教授参加“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

梳理”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26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史记

研究会主办的“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梳理”学术研讨

会暨北京史记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第

五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国防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浙

江师范大学等京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是司马迁行年研究的重要问题，参会嘉宾

学者以圆桌座谈的形式重点研讨了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

的意义、百年论争的论点、论据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中心主

任杨共乐教授致开幕辞。陈其泰先生在会上详细阐明自己的观

点，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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