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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瞿林东教授出席《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

纂工作部署会议 

1 月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培育基地瞿林东教授作为学术顾问代表，出席《中华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部署会议，并作会议发言。 

 

 

 

二、《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出版 

杨共乐教授所著《罗马社会经济研究》一书由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于 2022 年 1 月出版。罗马是走出城邦、建立帝国的

典型，它既有过帝国的盛世，也经历过帝国的衰亡，是学者们

剖析和研究的重要对象。《罗马社会经济研究》立足经济变革，

立足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影响，用微观的研究方法来探析罗马社

会发展历程。本书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弄清罗

马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准确认识罗马的古代所有制和奴隶所

有制社会，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从而进一步纠正

统治国内外史学界一个多世纪的“古史现代化”倾向，纠正将

西方古典文明视做工商业文明的错误观点。二是仔细考察罗马

的土地所有制变革状况，从而揭示罗马上地所有制内部的运行

规律；对古代所有制作了科学解释，对罗马社会形态的划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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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也能从此著中看到

地中海罗马化的状况，还能发现地中海逆罗马化的现象。虽然

时代不同，但它们的启示同样值得重视。 

 

 

三、《儒家史学理论》出版 

周文玖教授所著《儒家史学理论》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

2022 年 1 月出版。儒家史学理论是儒家史学思想的核心。本

书分为八章，运用典型史料，提炼和归纳儒家史学理论，对经

史关系论、史学旨趣论、史书义例论、名教风化论、信史求是

论、史料考据论、直书史德论、史学二重性论等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简明论述。 

 

 

四、《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出版 

张昭军教授所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由人民出

版社于 2022 年 1 月出版。本书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学术史梳

理和理论反思，解析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征、钱穆以来中国

的文化史研究传统，寻绎中国文化史学的特色、风格和理路，

并努力解答当下中国文化史研究所面临的困惑和问题，对于中

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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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领风骚：春秋霸主的天空》出版 

晁福林教授所著《各领风骚：春秋霸主的天空》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于 2022 年 1 月出版。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极具魅力的年代，各色人物纷纷登场，霸权迭代，思想争鸣，

涌现了一批对后世产生深远的重要人物。本书不虚构演义，不

穿凿附会，所述内容皆有据，为我们客观而又生动地展现了这

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以及大历史中林林总总的鲜活个

体的独特命运。我们熟悉的管仲、孙武、伍子胥、范蠡、勾践、

夫差等人，在作者通俗而生动的叙述中得到活灵活现的呈现。

一本书，读懂春秋争霸的历史，读懂喧嚣历史舞台背后的世道

人心。 

 

 

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教育课开讲 

2 月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通识教育课开讲，同时面向盐城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大学同步

直播，北京师范大学选课人数 77 人、盐城师范学院选课人数

121人、青海师范大学选课人数 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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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稽古与随时》出版 

瞿林东教授所著《稽古与随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 2022

年 2月出版。 

本书标题《稽古与随时》取自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和杜佑的

重要表述：“得稽古之宜”，“达从时之义”，既是作者对于

史学研究的深刻认识，亦是对于学术界创造出更多历史感和时

代感相结合的学术成果的深切期盼。本书内容多为作者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撰写的评论、论文及短论、随笔等，大致分为

五辑：民族与文化，主要内容为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

程、史学传统、文化内涵，以及贯彻其间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历史评论，主要内容为论述史官、史家对历史事件和现实政治

的认识，以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等；史学评论，主

要内容为探索中国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治学漫谈，主要

内容为作者就历史研究、史学发展与学科建设所发表的个人观

点和见解；序与跋，收录了一部分作者的自序和为他人所作的

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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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乔还田一行赴北京

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访

问交流 

 

3 月 10 日上午，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乔还田到

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并到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研究培育基地进行访问交流。基地主任郑师渠教授、史学理

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基地副主任李帆教授、

张昭军教授，学校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廖英等参与座谈交流。

基地负责人回顾了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

究培育基地工作开展情况，对未来进一步沟通合作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要紧紧

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条主线，这是国家顶层设计中至关

重要的组成部分。廖英对未来进一步支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来宾对北京师范大

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的发展表示高度认

可，希望今后继续保持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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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瞿林东教授《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2期，2022

年 3月 25日出版） 

 

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提高中华民族之民族

自觉性的知识基础和历史情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民族根基和历史自信。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春秋战国至秦

汉皇朝是中华民族形成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皇朝是其发展

时期，五代、辽宋夏金至元明清皇朝是其壮大、巩固时期，这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自在发展的三个阶段。历史事实表明,中

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共同努力,

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是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主流；中华

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联系密切；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对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

思想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十、瞿林东教授《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人民出版社，

2022年 3月）出版 

本书 2011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2022年 3月人民出

版社再版，并由人民出版社收入“人民文库”。全书共三卷，

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与形成、丰富与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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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嬗变，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发展趋势

与主要成就。全书上起先秦，下迄明清（1840年前），以重大

历史问题为论述主题，以年代为序，既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国古

代历史理论内涵的丰富性，又从纵向上探究了中国古代历史理

论演进的连续性，进而揭示其产生、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

填补了历史学在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中国古代历

史理论》的问世，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彰显

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丰富、特点和魅力，对于加强当代中国

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彰显中国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十一、《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从班荀二体到范袁

二家》出版 

2022 年 3 月，本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朱露川著《中国古代

史书叙事的风格——从班荀二体到范袁二家》在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本书系 202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

目青年基金“汉唐间史书叙事的方法及其成就研究”成果。全

书遵循唯物史观的认识路径，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关于叙事问

题的概念阐释出发，对一组彼此关联的史学名著（班固《汉书》、

荀悦《汉纪》和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展开综合式

研究，是首部深入阐释中国史学叙事风格的系统性学术论著。

本书突出的学理意义是：从中国古代史学主干皇朝史的叙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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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总结出中国古代史学重“事”、主“人”、寻“美”、用“意”

的叙事风格，揭示了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反思的路径和主流，

彰显了中国传统史学既重实践、又重理论反思的优良传统，借

助中西互鉴、文史参照的跨学科视野推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

的现代转化，初步回答了“中国史学何以孕育中国叙事理论”

这一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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