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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央视中文国际亚洲频道播出介绍刘家和先生纪

录片《传薪者刘家和》 

 2023年7月28日，央视中文国际亚洲频道（cctv-4）播出了

介绍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的纪录片——《传薪者刘

家和》。该片详实生动地介绍了刘家和先生在70年的学术生

涯中，扎实研究，潜心育人，在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先秦史、中外古史比较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做出

的突出贡献。

  《国家记忆》是央视一档以记录讲述中国共产党奋斗史、

新中国飞跃史、改革开放进程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为内容的日播纪录片栏目，引导社会大众和青少年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厚植爱国情怀，培养浩然正气。

刘家和先生，生于1928年，江苏六合人，北京师范大学资

深教授。自1952年起在北师大任教，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

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

论与史学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的研究。著有《史苑学步：史学

与理论探研》《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

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编有《世界

上古史》等。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名誉

理事长。202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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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理论研究所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研究中心调研

    2023年8月16日，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杨艳秋

研究员带队到我中心调研。杨共乐教授代表我中心对杨艳秋研

究员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我中心的发展历程、学术

成果。他说，历史理论研究所是全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国家

队”，肩负着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使命。当前，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愿与历

史理论研究所深化合作交流，共同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杨艳秋

研究员代表历史理论研究所对我中心长期以来给予历史理论研

究所发展建设的支持表示感谢。她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学脉深厚，以陈垣先生为代表的“根柢之

学”、以白寿彝先生为代表的“贯通之学”和以刘家和先生为

代表的“中西会通之学”得到了后来人的继承和发扬，近年来

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其中的经验做法值得我

们学习借鉴。历史理论研究所的成立、发展承载着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的希望与重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与北京师范

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事业发展具有很多契合点，

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深化学术交流合作，相互成就，为新时代

史学理论研究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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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文玖教授等著《民国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和
发展》出版

 《民国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书，是周文玖

教授等著，2023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在周文玖教授主

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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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结项成果基础上形成的，该项目题目

是“民国时期史学之研究”(项目编号：10JJD770005)。

   民国史学完成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上承晚清史

学，下续新中国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是周文玖教

授对民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性质之定位。课题组按照这个思

想，把民国史学作为一个有机体，运用宏观、中观、微观多个视角

进行考察，从学术流派、学术机构、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学术争

鸣、中外学术交流等多个向度，着力对之进行建构和书写，揭示和

展现史学内部、史学与社会、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的矛盾运动，总

结其成就与局限，指出其特点，评价其地位和影响。   

    民国时期史学，简称民国史学，是指从1912年元月至1949年

10月，即自中华民国成立至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终结这一历史时期的

历史学（国民党政府退至台湾后的史学不属于本课题的研究范

围）。中华民国史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有它自身的体系和完整性。

民国时期史学作为中华民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应有它的时代性和完

整性。因此，把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学——民国史学作为一个完整

时期的史学史研究对象是能够成立的。

   本书共七个章节，主要介绍了采用历史的方法梳理民国史学的

发展过程；研究民国时期的史学流派、探讨民国时期高等学校历史

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机构以及所成立的历史学会；研究民国时期中

国  



史料整理及通史、断代史、专史撰述；梳理民国时期的世界史研究；

民国时期历史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和争鸣；论述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交流

等专题内容。

    结语是对全书的总结和升华，并就民国时期史学与社会，特别是

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探讨；对民国时期史学的特点、成就和局限以

及历史影响作出论断，以做到对民国时期历史学的认识达到理论的高

度。

四、《202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23年12月15-17日，“202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主

办。因天气和交通原因，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召开方式。来自

世界各地五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杂志的110余位学者作为正

式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90余篇。

    会议共有三个环节，第一环节为开幕式及大会主题演讲。会议的

第二环节为分组发言及讨论。根据演讲主题的不同，与会学者分别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国际学者

圆桌论坛”四个分会场中发表自身见解。会议的第三环节是大会演

讲、小组总结及闭幕式。

    会议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史学的新成就、中国史学的自主知

识体系建设、外国史学研究新进展、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及其当代价值

四个议题展开交流，此次学术研讨会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校、不

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们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国内外学者不畏寒冬，

共济一堂。在会场上，与会师生相互切磋、各抒高论、交流思想、畅

谈体会。此次会议，对于阶段性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

展，具有重要价值和积极意义。



五、《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出版
反响热烈

    杨共乐教授撰写的《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

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丛书”首发图书，立足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通过

对世界文明的分析比较，以新的视角阐发了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时

代意义，该书入选“新华荐书”第十九期推荐图书。《人民日报》

（2023-09-25）、《北京日报》（2023-06-16）《中国读书报》

（2023-07-26）、《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3-05-26）等刊登过

相关的书评；《新华文摘》《南方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光

明日报网》《学习强国》等都有相关的报道或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

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阅读于2023年10月23-26日连续播报了该书

的内容，总计到达人数1172万。

六、汪高鑫教授编著《中国经史关系通史》（4卷本）荣获第二十五

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

    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是汪高鑫教授带领其学术团队多年

来进行学术探索的心血之作，于2022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与会学者对该书的撰述与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围绕该多卷本的学

术价值与研究特点等展开了热烈研讨。学者认为，该书的突出价值是

抓住了中国经史关系这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纲领性问题与核心命题，

由此把握住了史部之学的灵魂，对中国史学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

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该书的突出特点，一是纵通与横通相结合，从

纵向上对经学时代以及“前经学时代”与“后经学时代”作出迄今为

止最长时段的论述，又重视从横向上阐发时代政治、民族关系、学术

思潮等社会因素与经史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学术

素养；二是立足于史学史的立场考察和解释经学问题，突出了以经解



史和以史证经这两条经史关系的发展线索，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向深

度拓展的一项重要成果。

    汪高鑫教授编著《中国经史关系通史》（4卷本）荣获第二十五

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七、瞿林东教授编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荣获郭沫若

中国历史学奖优秀学术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瞿林东教授所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由湖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成果，被列为“十三五”重点出版图书，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

助。全书按时代划分，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生成（先秦

两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兴盛

（五代两宋时期）、民族史学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中国

古代史学批评的拓展（明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清

时期—1840年以前）。该书首次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史学批评

现象、观点和代表性成果做出系统的研究和阐释，揭示了中国古代

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

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重要

问题。该书作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彰显

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

    瞿林东教授编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荣获郭沫若

中国历史学奖优秀学术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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