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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中心三项课题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 

 

8 月 26 日，教育部社科司公布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名单，我中心杨共乐教授申报

的课题“西方古代学术名著译注”、张越教授申报的课题“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及重大问题研究”、周文玖教授申

报的课题“中国近代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被批准为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分别

为 19JJD770002、19JJD770004、19JJD770005。三项课题获准

立项，将进一步推动我中心学术的发展。 

 

 

二、我中心瞿林东、郑师渠、晁福林、杨共乐四位教

授受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 

9 月 24 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咨询委员

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指出，“两委会”的成立是

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又一值得纪念的重要时刻，是中国历

史研究院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

精神和组建方案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发挥统筹协调指导全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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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力量、促进学科融合、推进创新发展的又一重要制度安排。

“两委会”的成立，旨在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

应有的贡献。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组建方案，中国历史研究院

从全国史学界遴选 41 位专家学者，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我

中心瞿林东、郑师渠、杨共乐三位教授受聘成为中国历史研究

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晁福林教授受聘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委员。 

 

三、《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入选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 70 周年外译百部图书工程 

由我中心教授郑师渠、史革新（已故）主编的《历史视野

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

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重要研究成果，是国内首部从历

史角度系统阐述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权威著作。全书共分五编

二十六章，主要包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内涵”、“先秦秦

汉：中华民族精神的奠基”、“大一统局面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魏晋南北朝隋唐：多民族交融与民族精神的整合”、“宋元明

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升华”、“晚清民国：

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新中国：

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等部分。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全面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

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历史角度对这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民族精神分期、弘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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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途径等方面见解独到，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能为国

家相关部门理解、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参考。该书相

继入选了国家出版资金项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主题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

规划增补项目，并在 2019 年 9 月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外译百部图书工程。 

 

 

 

四、集体观看 70 周年庆典直播并学习习总书记重要

讲话 

2019 年 10 月 1 日上午，北师大历史学院和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研究中心组织师生代表集体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庆典直播，并同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

心部分党员教师和历史学院 2018 级、2019 级在校本科生以及

部分党员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全体师生通过观看和学习，加

深了对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理解，领略到中华民族特有的魅力

与风采，坚定了作为新时代青年追随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

决心，并对祖国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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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参加“新时代的中国女排 

精神高端论坛” 

10 月 19 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郎平体育文化与政策研究中心、光明智库、历史

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承办的“新时代的中国女排

精神高端论坛”在北师大二附中举行。与会嘉宾系统梳理了女

排精神孕育、传承、发展的历程，全面阐释其秉持的核心内涵，

深刻挖掘其彰显的时代价值，为进一步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夯

实了理论根基，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真知灼见。首都各界代表近 500 人参加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张政、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出席论坛并致辞。首

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宇文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郎平体育文化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

任高益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等就新时代的女排精神分别发表

了主题演讲。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对

话访谈中阐释她心中的女排精神，并与现场观众互动。论坛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斌主持。 

程建平书记对中国女排在世界杯比赛中取得的辉煌成绩

表示祝贺。他指出，女排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早已超过体育本身，

女排精神也超越了体育范畴，走向各行各业，激励着全体中国

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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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女排精神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正值北京师范

大学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全校师生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女排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将中国女排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不断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在演讲表示，中国女排精神代表着

一个欣欣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站起来的中国呼唤中国

体育冲出亚洲，富起来的中国呼唤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强起来

的中国更呼唤中国体育引领世界体育发展潮流。中国女排精神

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女排精神生

于中国女排，但又远远超越中国女排，它是腾飞中的民族、复

兴中的中华向世界展现的极富震撼力的绚丽画卷，具有永恒的

魅力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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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荣获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9 年优秀集刊奖 

2019 年 10 月 25 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西南政法大

学联合主办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并评定优秀集刊。在

会上，我中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被评定为优秀。《史

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自 2002 年创刊以来，继承北京师范大

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传统，形成独特的办刊特色，本次

经过初审与集刊评审委员会会评，从符合条件的集刊中脱颖而

出荣获优秀集刊奖。 

七、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杰出教授保罗·罗斯、奥

卢大学教授尤尼-马蒂·库卡宁应邀作史学理论 

系列讲座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19 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哲学系杰出教授保罗·罗斯（Paul A. Roth）、芬兰奥卢大学历

史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尤尼-马蒂·库卡宁（ Jouni-Matti 

Kuukkanen）应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邀请，

参加“2019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举行

了三场学术讲座，题目分别为“哈金的史学？”（Hacking's 

Historiography?）、“何谓‘后叙事主义’？”（What is 

Postnarrativism? ）、 “ 史 学 知 识 ： 作 为 行 动 之 知 ”

（Historiographic Knowledge as Knowing How）。这些讲座在学

术界引起了良好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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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9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京召开 

12 月 14—15 日，“2019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

博物馆、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兰州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奥卢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等 40 余所

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100 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外国史学

及理论问题展开热烈地研讨与交流。在大会主题演讲阶段，刘

家和、瞿林东、庞卓恒、乔治忠、保罗·罗斯等五位先生作了

主题演讲，演讲的主题分别为：“史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

“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古代史分期大讨论：

一大成就和一大教训”、“中国史学起源问题及其学术启示”、

“库恩对常规科学的叙事性建构”。 

在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阶段，七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

研究范式及发展演变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具体史籍研究，

史家及其撰史方式、史学成就，经史关系问题，史学求真问题, 

历史书写，历史记忆，以及全球史、口述史、文化史等领域的

问题,成为学者们讨论与交流的重要主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

域中的交流，有利于推进国内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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