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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龚书铎、瞿林东二教授参与的 

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 

工程项目《史学概论》教材完成送审稿 

 

2008 年 12 月，龚书铎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瞿

林东教授（中心主任）参与的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项目之一《史学概论》，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反复修改，

完成送审稿，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建设上的一项重要成

果。这本《史学概论》，是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本科学生的

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它对学习历史学科其他专业基础

课、专业课以至各种选修课程，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认为，

《史学概论》是历史学科各门课程中的基础的基础。这是因为： 

第一，这本《史学概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阐述有关历史学学科学习和研究的一些

基本问题。简要说来，它是理论和事实的密切结合，具有鲜明

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所谓针对性和实用性，是指大家在学习和

研究历史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史学

概论》将有助于大家认识和解释这些问题。 

第二，这本《史学概论》具有突出的综合性，它既包含历

史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也包含中外史学发展的现状，以及学习、

研究历史的方法和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几个方面的素养等

等。这就是说，它对历史学学科、历史学和社会的关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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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社会和史学工作的责任与使命作了综合的论述。 

第三，这本《史学概论》在力求反映中外史学有关成果与

问题的基础上，自觉地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学术气质。 

第四，这本《史学概论》是当今史学工作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不仅反映了目前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关于历史学的基本认识，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史学发展前沿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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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史学史》《清代理学史》分获 

北京市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和龚书铎先生

主编的三卷本《清代理学史》，在 2008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第十届评奖中，分获一、二等奖。 

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卷，是白寿彝先生在 20 世

纪八十年代写成的。同年，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列入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资助重点项目。根据这个项目所设计的方

案，第二卷秦汉时期的史学，由许殿才撰写；第三卷魏晋南北

朝隋唐时期的史学，由瞿林东撰写；第四卷五代宋元时期的史

学，由吴怀祺撰写；第五卷明清时期的史学，由向燕南、张越、

罗炳良撰写；第六卷近代史学，由陈其泰撰写；这部书是史学

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晶。这是目前最为翔

实的中国史学史专著。 

三卷本《清代理学史》由史革新、李帆、张昭军分撰上、

中、下卷，龚书铎先生主编、统稿。本书“绪言”强调：“撰

写有清一代理学的历史，首先阐明其兴衰变化的脉络，主要理

学家的理学思想，以及理学内部宗程、朱与宗陆、王者的辩驳、

调和、消长，清代理学较之宋明理学有何特点等。就有清一代

而言，陆王心学影响减弱，程朱理学则起伏较大，前期兴盛，

中期式微，晚期有所复兴又走向衰落。本书各卷根据不同时期

理学的实际状况，或有侧重，但在总体上则遵照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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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陈其泰教授主持的本中心重大项目 

结项并已成书出版 

 

陈其泰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本中心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经过校内外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于 2007 年 11 月顺利结项

（证书号：07JJD0078），并于 2008 年 11 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正式出版。本书是第一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作系统的总结。全面论述了“五四”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学者

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古史分期、中国历史规律探索、中国近

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民族问题、历史评价问题、

以及关于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历史认识方法论问

题、史学发展和史书编纂、史学社会功能、批判教条主义恶劣

影响、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多学科研究、探

索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等方面所作的深入探讨及其理论价值。

全书论述全面，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具有理论深度和时代特

色，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和历史学的发展起到推进作

用。并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爱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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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08年卷出版 

 

由中心主办、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学刊》（2008 年卷）于 2008 年 9 月出版。该卷发表了邹

兆辰撰写的《三十年来中国史学思潮及史学发展》、李文海撰

写的《让马克思主义照耀历史的天空——在纪念翦伯赞诞辰

110 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以及有关学者撰写的“20 世纪二十

四史研究文粹丛书”的九篇前言。该学刊已成为 CSSCI来源集

刊（2008～2009）。 

 

 

[附 录]               卷  首  语 

 

瞿林东 

 

中国史学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洗礼之后，更加端正了马克

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并在开放的潮流中雍容大度地面对外国史

学成果的纷至沓来，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显示出

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这三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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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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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十年的中国史学思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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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十年的中国史学成就，不论在理论方面、宏观和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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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诞生 110 周年，也

是翦伯赞所著《历史哲学教程》出版 70 周年，我们以真诚、

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者。他的享誉

中外的历史著作和理论著作，今天仍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经典性

读物；他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优美语言，同样是在他之后

的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老一辈的理论家、史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

产和学术遗产，本刊有志于对此作连续性的发掘和评述，旨在

以前辈学人心血的结晶，来滋润今日史学的发展、壮大。本卷

发表的关于瞿秋白、嵇文甫、邓广铭、柴德赓、傅斯年等一组

文章，读者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说到 20 世纪的史学遗产，我们还应当十分关注在这 100

年中，中国学者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以

《史记》为创始的“二十四史”，记载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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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及其丰富多彩的面貌，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及其连

续性的突出特点，这是对全世界文明事业和历史编纂的杰出贡

献。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要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文

化，“二十四史”当是最重要的读本。正因为如此，一些史学

工作者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通力合作，编纂了“20 世纪

二十四史研究文萃”系列，不久即可面世。这一工作，也可看

作是对 20 世纪史学遗产进行总结的一个部分。本卷发表的十

篇相关论文，是对上述“系列”的初步介绍，希望读者从中得

到自己所需要的学术信息。 

本刊一向致力于开展史学评论工作，几年来发表了许多评

论性文稿，受到读者的好评。这里发表的几篇书评，有新作，

有旧稿，兼及中外。白寿彝先生生前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

史》，成于三代学人之手，有自身的独特思想体系和丰富的内

容，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以上三个特点，值得

同行们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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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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心主办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全国 

学术研讨会在大连顺利举办 

 

由本中心与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共同举办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于 2008

年 9 月 12～15 日在大连顺利举办。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近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学者及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共 70 多人

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收到论文 60 余篇，学者们围绕史学批

评的范畴、中国史学批评的成就和特点，以及史学文化的内涵，

中西史学理论的有关问题，当代史学现象等，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交流和探讨。十六开本近 500 页的会议论文集，凝聚了与

会学者的心血，是这次学术会议收获丰硕的重要标志。研讨会

就史学批评问题、史学文化问题、关于西方史学观念问题等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收到了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的学术效果。 

这次研讨会，中青年学者占绝大多数，70 年代、80 年代

出生的学术新秀开始走向前台，他们思维敏锐，视角独到，显

示了青年人的学术活力。 

以“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为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在全

国尚属首次，反映了近几十年来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九月的大

连，天蓝气清，爽快宜人，学者们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切磋。

这是一次成果丰硕的学术盛会。           （开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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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换届 

 

根据教育部关于对重点研究基地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北京

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学术委员会于 2008 年 8 月进

行换届。新一届的学术委员会由下列学者组成： 

顾  问：龚书铎、刘家和、施丁、庞卓恒、张广智 

主  任：于沛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 

王晴佳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 

乔治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新成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李洪岩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陈  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张  越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罗炳良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雷家骥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秘书：罗炳良（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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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华、乔治忠二教授分获本中心 

招标的教育部重大项目 

 

本中心 2008 年的两个重大课题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史学

中的生态环境思想研究”、“中国、日本及朝、韩史学发展比较

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培华教授、南开大学乔治

忠教授分别中标，项目号分别是：08JJD770100、08JJD770097。

至此，本中心已拥有 16个教育部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 

 

 

 

  瞿林东教授发表《新发展 新成就 新境界——近 30年来的

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一文 

 

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应中国史学会之约，瞿林东教

授撰写了《新发展 新成就 新境界——近 30 年来的中国史学

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一文，全文 27000字，包含引言、中国史

学史研究的多种著作、历史理论领域研究的突出成就、史学理

论研究的兴起、结语等五个部分。本文收入张海鹏主编的《中

国历史学 30 年（1978～2008）》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 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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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始制作重点研究基地 

数据库的工作 

 

    自 2008 年 12 月 16 日起，中心工作人员瞿林东、张越、

罗炳良、申慧青、刘开军等已投入制作重点研究基地 

数据库的工作，这项工作将在 2009年 1月 16日前结束，其有

20个方面的证明材料将在 2009年 2月 20日前结束。 

 

 

·书  讯· 

 

2008 年 7 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瞿林东撰写的《中国历

史文化散论》一书，这是作者在研究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领

域以外，一些年来所积累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论集。   

2008年 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炳良撰写的《南宋史

学史》一书，这是近年来关于南宋史学的一部系统的论著。 

2008年 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雪芹翻译的美国

J.唐纳德·休斯著的《什么是环境史》，书首有研究性的长篇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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