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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瞿林东教授谈史学与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4月 2日至 4日，瞿林东教授应陕西省人民政府的邀请，

赴西安参加海内外华人公祭黄帝陵盛典，并出席由西北大学中

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

家园”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史学：中华民

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包含史学与历史

文化认同；史学与历史经验；史学与历史智慧；史学与文化积

累；史学与民族精神；史学与爱国主义；史学与历史教育等。    

在西安期间，瞿林东教授还应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所的邀请，为研究所的博士生们作了题为《谈谈历史研究中的

几个关系》的学术讲座。讲座共分三个部分，一、断代史、通

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的关系；二、继承中国史学遗产与借鉴外

国史学的关系；三、专精与通识的关系。同时，瞿林东与研究

所的博士生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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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怀祺教授在美国伯克利大学 

作学术交流 

 

4 月 9 日，中心研究人员吴怀祺教授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

学作学术次交流，他的学术讲演题目是《中国传统史学特点的

再思考》，就中国民族历史思维涉及的天人联系的整体观念与

太极学说、历史盛衰的通变思想、历史变动以人为本的历史观

以及历史编纂学具有二重性等问题作了分析，并谈到历史思维

研究,对中西史学比较思考的意义。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叶文心教授（Wen-hsin Yeh）、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格

罗斯维茨（John Groschwitz）参加了交流。 

4 月 30 日，吴怀祺教授再度赴伯克利大学就美国的中国

研究、东亚研究的观念等问题与叶文心教授等进行了学术交

流。4 月下旬，吴怀祺教授在波士顿停留二天，参观哈佛大学

燕京学社图书馆，拜会了柯文（Paul A .Cohen）教授与林同奇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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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何兹全先生看望中心工作人员 

 

5 月 23 日，何兹全先生在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以及

陈琳国教授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心，看望了中心工作

人员并同大家进行了亲切地交谈与合影。 

 

 

 

在交谈中，瞿林东教授向何先生报告了有关“食货派”史

学研究的近况，谈到了关于陶希圣在史学上的评价问题。何先

生兴趣浓厚地听取了瞿林东教授所介绍的有关情况，并认为，

他本人是从“食货派”阵营中走出来，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队

伍的。 

 



 4 

四  瞿林东教授赴香港浸会大学 

参加学术研讨会 

 

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于 6 月 26 日至 29 日应邀赴香港浸会

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20 世纪中国史学之回眸”。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学者来自

两岸三地及海外，约 40 余人。 

在这次研讨会上，瞿林东教授发表了题为《白寿彝的民族

史思想》的学术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论史学上撰写

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传统；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是

中国历史进程标志之一；三、民族关系的主流与主体民族历史

作用的重要。这是近年来瞿林东教授在国外及中国港台地区参

加学术研讨会首次以研究个案学者为题所发表的论文。瞿林东

教授认为，这一论题看似微观研究，但实质上它涉及如何认识

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以及中国史学史等重要

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具有宏观把握的特点。瞿林东教授的发言

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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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 

编撰工作会议召开 

     

6 月 27 日，六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编撰工作会议

于在我校召开。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主编、编审魏清荣和史霄鸿

两位同志专程从福州前来，与全书编撰者讨论相关事项。 

  外地作者王记录、庞天佑、白云教授从河南、广东、云南

前来北京，参加会议，和全书其他编撰者吴怀祺、周少川、汪

高鑫各位教授讨论了相关问题。 

  大家谈到《通论》是在原有 10 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育出来的 。最近几年，各位作者在史学

思想的研究上，有新的进展，发表了一批新的成果，写出了书

稿的部分章节。大家对书稿的完成，充满信心。 

    与会者指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撰写，为完成和发

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

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家在讨论中，认识到，全书的撰写，是对已经出版的《中

国史学思想通史》的深化，在理论上，当有较大的突破；从《通

史》到《通论》，在研究上，是一次思想上的飞跃。各位作者

认为，撰写文稿，应发扬原创性传统，突出学术创新点 ，潜

心学术，力戒浮躁，在撰写书稿上，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 

  各位撰写者对各卷的特点作了分析，交流了经验，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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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进度，对于书稿完稿的时间也作了安排：计划于 2008 年

年底交出初稿，2009 年第一季度，全书统稿，第二季度交出

版社。 

  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参加了会议，他在讲话中，谈到

历史学院的学术优良传统与当前学院的学术工作，对书稿撰写

提出希望。 

福建人民出版社魏清荣主任指出，出版社高度重视《中国

史学思想通论》的编辑出版工作，书稿拟列为出版社的“‘十

一五’重点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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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8 年卷编定 

 

6 月 30 日，中心主办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8

年卷编定完毕。本卷的主要内容有：题为《三十年来中国史学

思潮及史学发展》的长篇专论；李文海教授等关于纪念翦伯赞

先生诞辰 110 周年和《历史哲学教程》出版 70 周年，以及《翦

伯赞全集》出版的有关讲话和评论；老一辈理论家和史学家的

理论遗产和学术遗产的相关论述；关于 20 世纪“二十四史”

研究的系列述评；还有关于白寿彝先生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

史》等著作的评论，以及中外史学研究的若干专论。 

主编瞿林东在卷首语中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作

了如下概述： 

 

        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气象，一是在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引导下，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二是开拓了许

多新的研究领域，三是扩大了中外史学交流，中国史学正

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思潮，固然是诸家学说，各陈

其论，大多自有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依据，但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其理论的正确和逻

辑的魅力，显示出不可代替的治史道路和学术生命力，引

领着中国史学继续前进。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成就，不论在理论方面、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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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观研究方面、在文献整理和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方

面、在自身的学科建设方面等等，都有丰硕的成果，同时

也提出了一些亟待研究的有价值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正

是新的创造的起点，是 21 世纪中国史学进步的动力之一。 

 

他还指出，发表有新意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中外史学史的

研究论文，是本刊的基本宗旨，也是我们热心期待于中外同行

的衷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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