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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怀祺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论》 

（六卷本）出版 

吴怀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由福建人民

出版社，共计 169 万字。其中，《总论卷》（吴怀祺撰）为丛书总

纲，在总结各卷成果基础上，论说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大趋势，分

析近代史学的转变及新世纪全球化趋势下的史学理论，概说传统

史学与当代史学的联结，讨论中国民族史学思想在当代史学理论

上的贡献，展望历史学的前景，思考未来中国史学发展走向。 

 

 
 

《历史思维论卷》（吴怀祺撰）从哲学思维高度上，讨论中

国史学的特点；全面分析传统历史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讨论象思

维、意象思维在历史解喻上的意义，具体论说历史研究中的天人

联系的整体思维、历史运动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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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类例思维等，从而对中国史学治史的优良传统和方法给以

理论的说明；对近代思维的发展以及在全球化趋势下历史思维研

究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经史关系论卷》（汪高鑫撰）

在中国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论说经史的联结，梳理几千年经史关

系的变动，从历史观念、历史编纂学和史学社会功能等方面解析

经史的因缘关系。《历史盛衰论卷》（庞天佑撰）分析各个时期历

史盛衰论的变化与发展，系统讨论了彰往察来、殷鉴思想、资治

观念、人才观以及盛衰大势论等内容，展示了传统史学中历史盛

衰论的丰富内涵，论说历代兴衰论中包含的民为邦本、忧患意识，

进而思考这些思想在安邦治国中的重大的价值及其对历史发展

大势产生的影响。《历史文献学思想卷》（王记录撰）梳理了文献

典藏、分类、校勘、辨伪、注释、考证等方面的传统，探讨了文

献典藏的理念、价值论和方法论，归纳了文献分类中所蕴含的思

想，发掘了文献校勘的理论和方法论，分析了疑古辨伪思想的成

就、特点和方法体系。《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白云撰）研究历代

史家在反映历史变化时，为撰写史书在体裁体例上的创造；注意

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思考历史编纂学的变革和特征，论说

每一体裁的史学观念，以及不同历史编纂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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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市历史学会

联合举办“2011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了“2011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

研讨会”。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国

内外数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 

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与西方史学史重要问题研究、

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与融通、二十一世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的展望。会议设三个主会场和四个分会场。在主会场，有 17 位

著名学者作了主题演讲或大会发言。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

和先生的主题演讲，以“以史为鉴”命题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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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归纳推理的历史理性与基于演绎推理的逻辑理性的特点。他

指出，探讨此两种理性在逻辑上融通的可能性，对于认识中国传

统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是否存在沟通的交汇点有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的主题演讲,从理论研究、专题

研究及比较研究三个方面，表述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如何在传承

中发展和创新的思考。俄罗斯科学院政治与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A. Sokolov 教授的主题发言，分析了俄罗斯现代史研究的发展趋

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廖学盛教授，美国丹佛大学 J. D. 

Hughes 教授，分别就古代奴隶占有制、自然与人类社会等问题，

作了主题演讲。 

在主会场发言的学者有，德国格拉夫斯瓦尔德大学 M. North

教授、韩国启明大学诸海星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贞平副

教授、台湾辅仁大学戴晋新教授、中正大学方志强教授、复旦大

学张广智教授、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和

陈其泰教授，等等。在四个分会场，专家学者们在更广的范围绕

大会的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

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在会上介绍了北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及国家重点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

发展状况。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通过会议讨论，开阔了学术视野，

深化了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问题的理解，增进了学术交流。

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促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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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心研究人员应邀在“中央和国家司局级干部培

训班”作学术讲座 

   2011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央和国家司局级干部培训班“历

史智慧与治国安邦”专题课程班在北京师范大学开班。中心瞿林

东教授和郑师渠教授应邀分别作了题为《走进历史经典》和《孙

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的学术讲座，并与学员进行了互动

交流，受到学员的广泛好评。 

 

四 晁福林教授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称号 

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 2011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结果， 2008届博士王青的《上博简<曹沫之陈>研究》

获选 2011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晁福林教授荣获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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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 
 

6 
 

 

五 梅雪芹教授所著《环境史研究叙论》出版 

     梅雪芹教授所著《环境史研究叙论》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全书分为 13 章，前有总序和代序，后有“后论”和附录。

本书系我中心重大项目《环境史研究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

（06JJD770004）阶段性成果，是作者长期以来对环境史研究与

思考的结晶。作者详细探讨了环境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环境史

学科兴起的学术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史研究、世界史视野下

的环境史研究、从水利霍乱看环境史的研究主题、环境史中“人”

的存在及其差异、环境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关系、对西方环境史

家的研究、环境史著作中的历史批判思想、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

展史及其趋向、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的合理性及重要课题等诸

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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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 年卷出版 

    2011 年卷《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共刊载专文 14 篇，书评、

新书通讯 15 篇，会议纪要 1 篇。本卷发表专文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90 周年和辛亥革命 100 周年。本卷中，齐世荣先生的《谈

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以“个人为线索，多涉时代各方

面的回忆录”和“谈个人为主，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两大类

入手，分别从四个方面和八个方面论述了“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同时，文章也从五个方面指出了“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李

红岩研究员的《通俗史学论》一文则以开阔的视野，讨论当今历

史知识社会化的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史学课题。汪荣祖、周文玖、

罗炳良三位教授撰文分别从宏观把握和具体个案两个方面探讨

陈垣先生的史学风格和研究特色。此卷发表的书评和书讯，涉及

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提供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前沿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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