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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9年度中心科研工作总结要点 

 

2009年这一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在科研及其他各项工作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2010年 3月，

中心完成了本年度的工作总结，对这一年的科研和其他工作做了

简要的回顾。 

在科学研究方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周年，总结本学科在

6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本中心主办、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史学理

论与史学史学刊》发表了瞿林东、邹兆辰、田居俭、周一平、李

勇等学者的一组研究论文，对新中国的史学发展与成就进行了总

结。这一年来，中心有中国史学史、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重

要理论观点研究、宋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与特点研究等重要项目

立项，瞿林东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定

稿并申请结项。出版学术著作 12部，中心专兼职人员在各类期刊

上发表论文 80余篇。吴怀祺教授主编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2009年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培养硕

士研究生 9人，博士研究生 7人，指导博士后 1人，高级访问学

者 1人。 

在学术交流方面，2009年度，应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梅雪琴教

授的邀请，三位美国学者前来我校讲学，他们分别是犹他州立大

学环境与社会系系主任约瑟夫•坦特教授（Joseph Tainter），堪

萨斯大学的唐纳德•沃斯特教授（Donald Worster）和卡尔·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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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教授（Karl Brooks）。2009年 8月 3—10日，梅雪芹教授还

带领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毛达参加了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

尔默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学大会（First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此外，2009年，中心在咨询服务、基础建设、制度建设等方

面，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这些成就在 2009年度的工作总结中也

有具体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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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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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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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社科委历史学学部会议在中心举行 

 

2010 年 1 月 23 日（周六）历史学部马克垚、瞿林东、钱乘

旦、李剑鸣等部分在京委员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

究中心召开会议。此次会议除了讨论学部日常事务以外，还特别

讨论了关于出版学术年刊的事宜。2009 召开的学部年会，曾决定

出版学术年刊，每年一卷，且稿件以每年学部会议各委员发言为

主，要未刊稿。但是直到本次会议召开之时，收到的稿件数量不

够理想。与会委员一致认为因为委员们都工作繁忙，难于每期都

写出大块文章，所以刊物稿件可以灵活一点，除论文外、也可包

括就历史学界的各种作品和现象、问题等、发表评论，分析，写

出感想、提出建议等。即把年刊办成通讯、评论式的，兼收并蓄，

这样并不妨碍刊物的权威性。 

会后，学部召集人马克垚教授和瞿林东教授向历史学部各委

员发信函，希望委员们重视年刊的出版工作并积极对年刊提出建

议。 

（春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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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心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结项 

 

由瞿林东教授主持的本中心的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研究”于 2007年完成初稿，2009年修改定稿，2010年 1月上报

教育部社科司申请结项。本项目最终研究成果的框架是三卷本的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专著：全书含《导论》（在上卷卷首），上

卷《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中卷《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

下卷《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约 970千字。 

《导论》阐述了本项目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从学理上阐明了

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的区别以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勾勒

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大势，划分了其发展阶段及其标志性

成果，说明了本项目的研究旨趣和最终研究成果的撰写体例。上

卷讨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时间范围上起先秦，下

迄两汉。中卷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时间范围起

于魏晋，止于隋唐。下卷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与嬗变，

时间范围上自五代，下至明清（1840 年前）。 

最终研究成果的基本内容是：以中国古代史学为依托，以历

史思想演变为脉络，以历史理论基本范畴为核心，以具有代表性

的思想观点和撰述成果为重点，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理论问题

进行概括和分析。这些理论问题既有历史发展上的联系，又都具

有时代的特点。最终研究成果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

古代历史理论之基本问题与发展轨迹的摸索和探讨。这些基本问

题主要是：天人关系、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天理与人欲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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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关系、历史发展中的“通变”思想；地理条件在社会历史发

展中的作用、人与自然各有何种作用以及如何相处；民族、民族

观、民族史观及其与历史文化认同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

如何认识国家的产生和国家观的演变；“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以及

正朔论、正统论与朝代兴替更迭的政治解说和历史阐释；历史上

的朝代兴亡之故与历史借鉴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作为古代历史上

“特殊人物”的君主之种种认识有哪些理性与非理性评论；关于

一般意义上的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其发展轨迹何在；等

等。 

本项目研究的最终成果，在一定的意义上彰显了中国古代史

学中的历史理论的特点和魅力，裨益于国内外同行对中国史学有

进一步的、全面的认识，对显示历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研究领域，本项目

最终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也取得了突出成绩，

但与其实际的存在和价值，尚有不小的距离，这要求我们在这方

面继续作出努力。 

（钟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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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赴安徽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作学术交流 

 

2010 年 1 月 27—28 日，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应邀赴安徽大

学、安徽师范大学作学术交流。在安徽大学，瞿林东教授同该校

多学科专家就“人文安徽”课题进行座谈，并作重点发言，气氛

热烈。在安徽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同社会发展学院的教师就科

研问题进行座谈，并着重对徽州家谱与明清社会研究发表意见。

安徽大学副校长吴春梅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李琳琦教授、

前副校长王世华教授及两校有关院系负责同志热忱接待了瞿林东

教授。 

（钟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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