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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其泰教授所著《学术史与当代史学的思考》 

出版 

陈其泰教授所著《学术史与当代史学的思考》由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专题论文集，分为上、中、下三篇，共 38.5

万字。上篇为“学术史探索”，收录七篇论文，主要探讨清代和

近代学术史。中篇为“当代史学的思考”，收录八篇论文，所选

文章的主旨在于讨论如何正确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

和历史地位。下篇为“白寿彝学术风采”，收录九篇论文，被选

入的文章，内容是有关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的评论和对他高尚人

格的缅怀。 

 

 

二 中心 2011年重大项目获准立项 

2011 年 9 月 6 日，教育部下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立项通知书，汪高鑫教授申报的课题《经史流变探源》

和杨共乐教授申报的课题《古代罗马史学研究》中标，被正式批

准为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

目批准号分别为 11JJD770014、11JJD770022。项目批准经费为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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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瞿林东先生为历史学院研究生 

作论文开题指导讲座 

2011 年 9 月 13 日上午，瞿林东先生应邀在主楼 600 室为研

究生同学作了一场精彩的论文开题指导讲座。历史学院 2010 级

硕士研究生近 80 名同学参加了此次讲座。瞿林东先生从论文选

题、学术史考察、选题的主旨和内容、论文架构、参考文献、文

字表述等六个方面，对撰写论文开题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

指导，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过聆听瞿先生的讲解，同学们意识

到：论文选题不仅要结合学术发展和现实需要，紧密联系学术史，

也要结合个人兴趣；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应本着“举重明轻”

的原则，客观地加以评述，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认识；论文的框

架结构须反复推敲，特别要注意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使论文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字表述应做到平实、规范。最后，同学

们就论文开题的相关问题与瞿先生进行了交流。 

 

瞿林东先生在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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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使同学们对论文开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同

学们撰写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和硕士论文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杜维运教授在我中心做学术报告 

著名中国史学史研究学者、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和香港

大学中文系的杜维运教授，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来我中心做了题

为“中西史学的会通”的学术报告。 

 
杜维运先生在作报告 

 

杜维运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出

版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清代史

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中国史学史》（三卷本）、《中国史

学与世界史学》等史学史研究的专著，在史学史研究领域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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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贡献。我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也在我

校，杜维运教授的学术演讲受到了我院和研究中心的极大重视，

也受到了我院同学的极大关注，学术报告现场座无虚席。学术演

讲由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学所副所长张越教授

主持。杜维运先生从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

以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阐述了中西史学会通的研究思路。 
 

 
 

听讲同学踊跃提问，就中西史学比较、中国古代史学、中国

近现代史学、史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与杜教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和交流。杜教授对我院同学积极思考和严谨、踏实、勤奋的学习

态度予以高度评价，并将他的新著《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

现场赠送给部分同学。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11 年第 3 期 
 

5 
 

 

五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多罗宁教授来访 

     2011 年 9 月 24 日，俄罗斯学者多罗宁教授来我中心进行学

术访问。多罗宁教授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著名汉学家，

也是俄罗斯研究中国明清史专家，他一直对中国史学史有着浓厚

的兴趣，在《史记》、中国古代设馆修史、明清时期的官修史书

等方面发表有许多研究成果。多罗宁教授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

究中心、史学所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研究有着很高的评价，此次，

借赴中国进行学术活动的机会专程造访。我中心副主任张越教

授、罗炳良教授热情接待了多罗宁教授，向他介绍了史学理论和

史学史的研究情况，双方还就中国和俄罗斯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

术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多罗宁教授赠送了他的著作《17-18 世

纪的中国史学》，我中心向多罗宁教授赠送了《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学刊》和《史学史研究》杂志。 

 

 
    多罗宁教授与中心研究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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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罗炳良教授所著《宋史瞥识》出版 

罗炳良教授所著《宋史瞥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作者 1987 年至 2010 年间有关两宋研究方面的论文 34

篇，共计 36 万字。全书分为六编，分别为：“宋代军事研究”、“宋

代制度研究”、“宋代人物研究”、“宋代史学研究”、“宋代文献研

究”、“宋史论著研究”。如作者所言，这六编内容大致反映了作

者从研究宋代历史，到研究宋代史学，再到研究宋史学发展史的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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