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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史学史举要》出版   

瞿林东先生所作《中国史学史举要》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

2022年 4月出版。本书共九章，上起先秦，下至清末，概述了

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作者依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将中国古

代史学划分为九个阶段：史学的兴起（先秦时期）、“正史”的

创建（秦汉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

发展的新转折（隋唐五代时期）、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

展（两宋时期）、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辽夏金元时期）、史

学走向社会深层（明时期）、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前期）和

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清后期）。全书结构严谨，对中

国古代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颇具新意；撰述内容重点明确，以

各发展阶段重要的史家、史著、史学现象为主；理论风格突出，

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密切联系，于纵向上揭示

中国史学的连续性特征，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发展面貌多有启

迪和参考价值。 

 

 

二、 《夏商西周史丛考》出版 

晁福林教授所著《夏商西周史丛考》由商务印书馆于 2022

年 4月出版。和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降的社会发展相比，从

所跨越时间和演进速度这两个方面看，夏商西周的社会历史演

进过程相当漫长，演进的速度则较为平缓。然而，和我国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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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代相比，夏商西周的社会历史演进却又是较短的，演进的

速度却又很快。在我国自远古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夏商西周正

是连结两个巨大时代的不大不小的一环。如果说秦汉以降的我

国杰出而辉煌的古代文化是铜铸铁造的历史丰碑，那么，激烈

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铸造这一丰碑的铜液和铁水翻滚沸

腾的时刻，而夏商西周便正是为这一历史的浩大工程做出完善

的准备。因此，深入考察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情形，对于我们

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夏商西周史丛考》一书是晁福林教授多年研究夏商周历

史的集成之作。  

 

 

三、 《曦园拾零：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出版 

张广智先生所作《曦园拾零：在史学与文学之间》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于 2022 年 4 月出版。本书是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

的新文集，选录了数十篇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全书以“往来

不穷”“史海语丝”与“牧野之光”为题分为三个部分，分别

论及中外史学交流，西方古代史与史学史，以及受到牧野之光

照耀的文化随笔，所选史学文章注重概览、通识与趣味，小品

散文则亲切生动，饱含人生阅历。这些文章篇幅长短错落，内

容与题材不拘一格，作者作为深耕史学史的学界前辈，借此徜

徉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借跨学科之势尝试“破圈”与“跨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22 年第 2 期 

3 
 

 

四、 我中心召开张昭军教授新书《中国文化史学的

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 

2022年 4月 22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教育部重点

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组织召开学术讨论会，研

讨张昭军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人民出

版社 2022年 1月出版)，推进学科建设。会议由杨共乐主任主

持，孙燕京教授、李志英教授、周文玖教授、林辉锋教授和湛

晓白副教授等多位学者出席讨论会。 

张昭军老师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选题缘起、基本思路和写

作时遵循的指导原则。张老师表示，该书的问题意识来自于教

学和研究中所遇到的困惑，每一章尽可能追求基于史料解决实

在的学术问题。 

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

无论对于中国文化史学科，还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都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会学者指出，“该书既在学科史的意义

上有发凡起例之功，又是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史的基础性成果，

对北师大文化史学术传统的传承也有良好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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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教育

课调研报告》荣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奖（调研报告类）二等奖 

 

由杨共乐、朱露川、陈涛、高若晨、胡小溪等人撰写的《大

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教育课调研报告》荣获国

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调研报告类）二等奖。） 

 

 

六、 《守护和发展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华读

书报》2022年 6月 8日 10版） 

本文是瞿林东教授为其主编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再版所作，旨在呼吁当代学人守护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

遗产，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领域作出新的成绩。守护和发

展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中的

历史理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次，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

工作是可以开展的：历史理论是深刻的，但它并无神秘感，而

且用简明的语言即可概说其自身的特质和风格；最后，中国古

代历史理论是有其现代价值的，怎样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工作，使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

论建设对接、融合，应是当代学人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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