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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民族报社记者到基地采访交流   

 

2021年 7月 16日上午 9点，中国民族报社副总编辑肖

静芳、记者李翠等一行三人赴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采访并与基地师生座谈交流。基地主

任郑师渠教授、基地首席专家晁福林教授、基地专家杨共乐

教授、陈涛副教授、朱露川老师，青海师范大学高若晨老

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选课学生代表马轩同

学等参加座谈。 

首先，中国民族报社副总编辑肖静芳简要介绍了此行的

目的。接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简

要介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的总体情

况、基地开展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学术传承与发展情况以及开

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教育课程情况。 

随后，郑师渠、晁福林、陈涛、朱露川等主讲教师结合

教学实际，谈了通识课建设的经验、价值等体会；高若晨老

师介绍了青海师范大学具体组织线上课程的情况和学生的反

馈意见；马轩同学谈了自己学习通识课的感受。 

座谈交流气氛热烈，双方都表示，今后会进一步加强合

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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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中心教授获批两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杨共乐教授获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为

“历史学 2020年度（北京）学科学术发展报告（一），项目

号为 21XXB17”；刘林海教授获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为“历史学 2020年度（北京）学科学术发展报告

（二），项目号为 21XXB18”。 

 

 

三、 中国民族报社头版报道我基地开设“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通识课的实践 

 

2021 年 8 月 6 日，中国民族报头版报道：夯实中华儿女

大团结的思想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通识课的实践。 

为什么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课，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重要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一直是包括北师大学人在内

的几代学者上下求索的课题。 

这门特殊的课程，是北师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培育）基地立足深厚的历史学科积淀，通过教育探索“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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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重要论断提出以来，理论层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探讨，

实践层面还有待探索。北师大围绕主线，面向广大青年学生开

设通识课，迈出了理论到实践的重要一步。课程开设以来，有

北师大 20多个不同专业的 82名本科生，以及在线听课的青海

师大 69名本科生。 

 

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学者与

历史学院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8月 27日至 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9 月 28 日，北师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

地学者与历史学院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结合具体研究实际进行了深入研讨。

资深教授瞿林东、北师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

地主任郑师渠、首席专家晁福林、历史学院理论中心组成员及

其他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受耿向东同志委托，宣传委员

胡小溪主持会议。 

瞿林东认为，从党的历史来看，民族工作一直是党的中心

工作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是理论概括的

新总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新道路，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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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复兴是建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之上的复

兴，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史学工作者要将科学研究

与社会实际相联系，更多地服务国家战略。郑师渠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这是从时代的视野和高度来认识与

把握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同时，

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培育方面，北师大通过师范教育培养

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师范生，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通过

课堂进行传播与教育，责无旁贷。晁福林认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是北师大历史学科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工作，

陈垣、张星烺、王桐龄、白寿彝等前辈学长奠定了坚实的研究

基础，当今学者要从自发研究走向自觉，传承传统；同时，要

注重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开拓创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

神，对一些传统的古代史问题要重新审视，对部分重视不足的

问题要加强研究。杨共乐通过对建国以来民族政策的研究，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我党民族工作理论的新发展，是新时

代民族工作理论的新成就，历史工作者应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把中华民族史这部大书撰写好。王东

平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贯彻是一项重要的课题，亟需深入研

究；同时中华民族史的研究，要注重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史实的梳理与研究。张皓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

瞻远瞩，历史工作者应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对我国

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行更会深入的研究；李帆表示中华民族共

同体观念的研究与历史教科书、历史教育密切相关，要结合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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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提升学术品味与深度。刘林海、李渊则强

调应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陈涛、李艳、

朱露川、潘若天等老师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五、 周文玖教授应山东省图书馆邀请，作题为“顾炎

武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的学术讲座 

 

2021年 9月 11日，本中心周文玖教授应山东省图书馆之

请，在济南大明湖畔的省图书馆学术交流中心做了“顾炎武的

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的学术讲座。这是山东省图书馆举办的

顾炎武公开课系列讲座之一。讲座首先略述顾炎武生平，把顾

炎武的人生特点总结为三：1、一生不仕新朝，甘作前朝遗民；

2、奉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倡经世致用之学；

3、在经学上，以恢复孔子儒学的本来面目为鹄的，主张做有

事实根据的考实之学，开启了学术新时代。其次，对顾炎武的

代表性著述作了介绍，重点梳理了《日知录》的版本情况。复

次，对顾炎武史学思想中关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及过程的

认识进行了发掘和评论。最后评述了顾炎武对乾嘉考据学产生

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异同。 

讲座期间，周教授还向山东省图书馆有关负责同志了解

《日知录》“鲁抄本”馆藏问题。据悉，民国时期山东省立图

书馆藏的雍正年间的《日知录》抄本（“鲁抄本”），现藏山东

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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