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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中心瞿林东、晁福林教授入选新一届全国古

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新一届成员

名单。我中心瞿林东、晁福林教授受聘为小组成员。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成人

员进行调整，组建新一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

担任新一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

副部长梁言顺担任常务副组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

组，前身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

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1992 年 4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聘请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先生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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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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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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20年第 3、4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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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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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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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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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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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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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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励耘书院第二期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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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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基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座谈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师范大学培育基地主任郑师渠

教授参加国家民委组织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会议。

来自全国 15 个基地（含培育基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讲话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非常重要，这体现为：第一，中国历史上共同

体发展体现出“交流、交往、交融”的多样化形态、汉族和少

数民族间的双向互动、开放与包容精神等特点。第二，是从全

局的高度上认识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三，是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创新、发展的最新把我。第四，

各民族加强团结的主题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是高于各民族的

共同体。第五，在民族理论问题和政策方面，要尊重差异性、

发展共同性。第六，是对世界各民族发展规律的把握。中华民

族由自在变自觉，是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站起来”的过程而

实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随着中国人民抢起来、富起来

的过程而形成的。 

会议指出，关于后面的工作，要把握长期性与阶段性、理

论性与操作性、关键性与基础性、永久性与政策性几个重要方

面展开工作。 

晚间 7:30，民委民族政策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赵勇主持全

国 15 个基地工作会议。提出共同性是方向，差异性是尊重，

交往交流是重要资料，在此基础上编成《中华民族史》等工作

要求。在理论研究方面，要做好基础概念、基本事实、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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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今后的主攻方向是五大体系：理论体系、实践体系、

话语体系、政策法规和工作体系，要加快研究成果的转化。 

郑师渠教授指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的下一步工作应

从如下方面展开：第一步，向学校汇报，向民委沟通，将中央

精神正确传达给学校有关部门。第二步，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

和一套具体的计划。第三步，依据北师大特色设计课题、申报

项目，如：充分发挥北师大在师范教育、编写教材方面的优势，

组织历史、中文、地理、图书馆等多方面力量共同出版“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科书系列。调动、引导博、硕士生选

题，出版“认同”丛书。开设面向全校的公共课程，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 

 

与会同志认真听取郑师渠教授的发言，并就基地进一步工

作部署提出意见，主要包括：组织全国性的中华民族史论坛或

学术研讨会；组织某专题系列文章发表；以白寿彝先生民族史

研究和思想为主体编纂一部资料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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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获得“优秀集刊奖” 

2020 年 11 月 27-28 日，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江南大学联

合举办的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年会

主题是“学术集刊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创新”。我校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获 2020 年

“优秀集刊奖”。此前，《学刊》于 2014、2017、2019 年多次

获得该奖项。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收录于

集刊数据库、CSSCI 来源目录、社科文献名录集刊等文献数据

库，现任主编杨共乐教授。自 2002 年创刊至今，《学刊》积极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秉承继承优秀史学遗产，

促进中外史学交流，切磋学术，开拓创新的办刊宗旨，主要刊

发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就、古代中西史学与理论的比较

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等领域的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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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评札记和前沿信息，在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面

开拓了重要平台，广获学界好评。2016 年以后，《学刊》由一

年一辑扩充为一年两辑，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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