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期 
（总第222期） 
2000年12月11日 

主送：教育部社政司
抄送：

 
第 1 期 
（总第32期） 
2009年4月1日 

一  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白寿彝文集》出版 

《史学史研究》发表“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栏文

章 

《中华读书报》发表纪年白寿彝先生的文章 

二  中心积极准备，迎接教育部的评估工作 

三  《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出版 

四  “学科理论建设：新中国史学六十年”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Tel:010-58806140    Fax:010-58806140 

No.19 XinJieKouWaiDaJie,Beijing,China  Postcode:100875          Email:his_center@263.net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1 

一 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白寿彝文集》（八卷本）出版 

 

2009年 2月 19日，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在我校执

教半个世纪的白寿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了表示对这位杰出

的史学家的真诚敬意和纪念，河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8年 12

月出版了《白寿彝文集》（7卷 8册，约 300万字）。 

《白寿彝文集》编委会由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等 10

位著名学者担任顾问，由龚书铎教授担任主编。《文集》各卷

内容如下： 

第 1卷：《论中国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 

第 2卷：《伊斯兰史存稿》； 

第 3卷：《民族宗教论集》（上）、《民族宗教论集》（下）； 

第 4卷：《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史记〉新论》、《中国

史学史》（第一册）； 

第 5卷：《中国史学史论》； 

第 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 

第 7卷：《朱熹撰述丛考》、《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先生治学兴趣广泛，研究领域甚多，尤其在中国史

学史、民族史及民族史理论、宗教史、中国通史理论及编撰等

方面，对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甚为学术界所重。 

白先生又是一位出色的、有独到见解的学术组织工作者。

在《白寿彝文集》之外，白先生还主编了《中国通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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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12卷本 22册《中国通史》、《中

国史学史教本》、《中国回回民族史》、6卷本《中国史学史》

等。《白寿彝文集》连同这些著作，反映了白先生一生的治学

道路和学术成就。 

                                         （凌  晨） 

 

《史学史研究》发表“纪念白寿彝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专栏文章 

  

《史学史研究》是白寿彝先生生前创办的国内唯一一本以

刊发史学史研究文章为主的学术季刊。在白先生诞辰 100周年

之际，《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 1期刊发了一组“纪念白寿彝

先生诞辰 100周年”的专栏文章。它们是施丁研究员的《白寿

彝先生引读〈史记〉》、瞿林东教授的《通识和器局——纪念白

寿彝先生百年诞辰》、吴怀祺教授的《白寿彝先生关于发展史

学的论述》、陈其泰教授的《白寿彝先生与中国历史编纂学》

四篇文章。 

施丁研究员总结白寿彝先生关于阅读《史记》的要求，即

读进去、学其长、论其世、成一家之言。这四个要求层层递进，

逐步深入，是读史的自得之言。瞿林东教授认为白寿彝先生继

承、发展了历史上史学家的“通识”和“器局”，形成了自己

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宗旨。这在白先生关于中国通史、民族史、

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吴怀祺教授论述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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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关于发展史学的思想。他认为白先生的史学发展观主要包

括“为了推动历史的前进”、“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

和“认真读书与学风培育”三个方面。陈其泰教授专门论述了

白先生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上的成就，认为白先生提出了历

史体裁演进的新观点，大力提倡研究“历史编纂学”优秀遗产，

在历史编纂学学科建设上取得了卓越贡献。 

白寿彝先生一生涉足多个学术领域，多有创获。这一组文

章，分别从指导读书、学术特点、史学发展观和历史编纂学等

不同方面论述了白先生的学术造诣，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地

认识白先生的学术思想。 

                                          （开  军） 

 

《中华读书报》发表纪念白寿彝先生的文章 

 

2009 年 2 月 11 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中心主任瞿林东

教授撰写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读书，一个历

史学家的真诚嘱咐——再谈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瞿林东教授从“读书和功力”、“关于‘四史六通’和三十

部名著”、“奉送一点小小的礼物”三个方面阐释了白先生关于

读书的论述。这三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读书和功力”是从

学者治学功力的训练上论述读书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关于‘四

史六通’和三十部名著”则针对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学习与研究

者，提出了应当重点阅读的文献，练就“看家”的本领；“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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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点小小的礼物”是白先生对领导干部所讲的心里话，深入

浅出地谈了读书的社会意义。文章再现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对史学工作者、对全社会的真诚嘱咐与深厚情感。 

（开  军） 

 

二 中心积极准备，迎接教育部的评估工作 

 

自 2008年 12月 1日起，为了迎接教育部对中心的评估，

在学校主管校长、社科处等有关领导和部门的监督下，中心成

立了一个以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为组长的小组，具体负责本次

评估工作的总结、准备工作。准备过程中，小组成员既有严格

的分工，又有密切的配合。至 2009年 3月 20日，中心已经完

成了全部的准备工作，所需材料已经提交至教育部重点研究基

地评估办公室。 

中心自成立以来，在学校的领导下，在学术委员会的指导

下，在国内外同行的合作和帮助下，经过不懈努力，在科学研

究领域和教学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年来，中心专兼职

人员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7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近

百部。在教学方面，中心积极探索本学科的研究生教学课程体

系的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系统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系列教学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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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事实证明，重点研究基地确是促进科

研发展、人才成长、学术交流等方面的一种新型平台，有很高

的成效。同时，我们也认为在科研规划、组织机制、管理办法

上，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更好

的吸取经验，积极发展，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要体现出开拓创

新和求真务实相结合的精神。 

 

（慧 卿） 

 

三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出版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正史”，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

帝至明朝灭亡近五千年历史，反映了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发展

轨迹，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认同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

伟大作用。 

20 世纪的几代史学工作者，呕心沥血，对“二十四史”

作了校勘、整理，对其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了广泛而深入的

研究。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有责任对这些成果作出总结。

基于上述认识，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主编了《20 世纪二十四

史研究丛书》（10 卷本），荟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并附主要

论著索引，于 2009 年 1 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其

各卷内容与主编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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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瞿林东 

第 1 卷：“二十四史”综论，瞿林东主编； 

第 2 卷：《史记》研究（上），施丁、廉敏主编； 

第 3 卷：《史记》研究（下），施丁、廉敏主编； 

第 4 卷：《汉书》研究，陈其泰、张爱芳主编； 

第 5 卷：《后汉书》、《三国志》研究，张越主编； 

第 6 卷：《晋书》、“八书”、“二史”研究，周文玖主编； 

第 7 卷：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向燕南主

编； 

第 8 卷：《宋史》研究，罗炳良主编； 

第 9 卷：《辽史》、《金史》、《元史》研究，吴凤霞主编； 

第 10 卷：《明史》研究，姜胜利主编。 

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积累工作，

它为今人和后人进一步研究“二十四史”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

料。 

                                                

（钟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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