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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瞿林东教授：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

论问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理论

建设努力的目标,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新成就的指导下, 努力反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

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学术性,构建以历史理论与

史学理论及其相关重大专题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结构,并在表现

形式上从纵向关注实现古今联系,从横向探索中外互鉴模式。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本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二、张越教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前后的学

术史考察 

郭沫若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在古代思想文化史方

面的研究，为他日后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打下了一定的

基础。从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从

研究古代社会变革和精神生产到概括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从检

讨古典文献史料到探究甲骨卜辞和金文，从批评后期创造社同

仁的观点到评价陶希圣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书

过程包含了极大的学术信息量，呈现出革命的思想逻辑和研究

的学术逻辑逐层递进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写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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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组织的“委托”没有直接关系，并非组织行为，这其实

反倒更显其学术层面的“纯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

虽在社会史论战中引发巨大争议，但该书使用新材料和提出新

观点所展现的创新意义却为论战圈外所一致认同。《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形成。 

 

 

三、汪高鑫教授主编《中国经史关系通史》（四卷本）

入选 2022年第三季度影响力图书 

 

2022 年 10 月 28 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 2022 年第三

季度影响力图书。第三季度影响力书单从七个不同领域（主题

出版、文学、人文社科、教育艺术、生活科普、财经和童书），

挑选出 144 种书，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呈现。本书单在出版机

构征集季度新书目的基础上，参考各大排行榜经过多轮筛选而

成。汪高鑫教授主编《中国经史关系通史》（四卷本）入选 2022

年第三季度影响力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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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二十年回顾 

2022 年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与读者见面的第二

十个年头。二十载光阴，《学刊》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

在史学园地中的茁壮成长，也幸得老一辈学者以深厚的学养为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撑起绮霞烂漫的天空。 

 

 

 

五、我中心召开 2022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

会 

12 月 17—18日，中心举办“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

会”，为应对疫情形势，本次会议在线上举办，平台为腾讯会

议。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杂志的 120余位学者作为正式

代表参加会议。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来自不同学校、不同

专业背景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全国各地学者共同克服

严峻的疫情形势，在会议上各抒高论、相互切磋、交流思想、

大放异彩，推动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一系列重大课题的进

一步研究。本次会议对于阶段性促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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