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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中心召开会议部署新一轮迎评工作 

 

教育部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评估，是对基地各

方面发展的检验，是指导和督促基地发展的重要举措。2月 24

日，为迎接四年一度的教育部评估，我中心召开会议认真部署

各项工作。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中心副主任张越、张昭军教

授，史学研究所所副所长罗炳良教授等就基地标志性成果、代

表性成果、科研项目、科研获奖、对外学术交流、社会服务、

网站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与总结，并详细部署了相关

数据网上填报工作的具体任务。 

 
 
 

二、杨共乐教授受邀组织协调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

故事——中华文明 5000年》的学术支持力量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北京市委有关弘扬传统文化的指示精

神，北京市委宣传部拟组织有关单位制作播出 50 集大型电视

系列片《中国故事——中华文明 5000 年》。2014 年 2 月 28 日，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致函北京师范大学，邀请我中心主任、历

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组织协调力量，为该工程提供学术支持。

这是我中心成员服务社会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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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共乐教授所著《西方文明探源：希腊罗马

专题论集》出版 

     

2014 年 3 月，杨共乐教授所著《西方文明探源：希腊罗

马专题论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早期国家

篇、文明特征篇、罗马史学篇和历史道路篇及附录五个部分，

共约 28 万字。其中，早期国家篇收录《对国家起源问题的再

思考》、《荷马史诗中所反映的两个经济问题》、《古代希腊城邦

特征探析》、《罗马早期国家论》四篇文章；文明特征篇包含《罗

马精神觉醒的政治表现》、《罗马早期文明的特征》《早期罗马

宗教传统的特点》、《罗马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四篇文章；罗

马史学篇包括《罗马史学述评》、《罗马早期史学的发展脉络》、

《追求真实是罗马史学的根本》等五篇文章；发展道路篇收录

有《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发展道路》、《罗马崛起之关键因素评

析》、《罗马共和政体衰亡原因新论》等六篇文章；附录收有罗

马史“扩大化”研究过程中的部分成果。此专题论集是杨共乐

教授近些年来在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领域思考、探研成果的集

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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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龚书铎先生《中国文化发展史》新书发布暨学术

研讨会召开 

 

2014 年 3 月 26 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龚书铎教授(已

故)主编的 8 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 

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山东教育出版社共

同举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

风先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先

生、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兼副主席韩凯先生、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先生、廖学盛先生、山东省委党校

副校长孙占元教授、《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研究员、中国人

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首都

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梁景和教授、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综合处处长刘兰肖女士、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部主任

王彦京先生、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王岗教授、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陈其泰教授、郑师渠教授，我中心主

任杨共乐教授，学院分党委书记耿向东研究员、副院长李帆教

授、学院李志英教授、邱涛副教授、山东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陆炎女士、历史学院师生代表等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本书作

者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编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郑

大华研究员、黄春生研究员、罗检秋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学院毛佩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朴民教授、北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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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参加会议与嘉宾畅谈。 
 

 
 

《中国文化发展史》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华民族数千年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交互推进历程的通史，共分 8 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

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晚清卷和民国卷。各卷

既突出不同历史阶段文化演进的特色，又兼顾文化发展史应当

注意的共性，力图达到个性与共性的和谐统一。在共性方面，

全书 8 卷中均涉及有关文化史的 10 个层面的内容，即社会与

文化、地域文化、思想变迁与文化、学术流变与文化、教育与

文化、分层文化、宗教与文化、科学技术与文化、文化交流与

文化辐射、文学艺术与文化。在个性方面，则视各卷的特点列

出若干文化热点问题，围绕着多元文化的渊源与趋同、经学的

独尊、文化碰撞与融合、大一统下的开放文化、理学及其文化

形态、向传统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现代文化

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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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主持，我中

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首先致辞。他认为由龚先生

任主编的《中国文化发展史》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著作，是一部凝结了诸位作者心血的作品，对于推进我国文化

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随后，山东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陆炎

女士介绍了本书的出版情况，指出本书从选题立项到最后出版

历时 15 年，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这部作品的最终

出版与各位作者的辛勤劳动，与相关单位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

的。最后，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编纂意义以及历

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张海鹏先生首先发言，

他认为：由龚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价值在于其体

现的新观点、文化史研究的新发展，对中国历史文化、对学术

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并代表中国史学会对龚先生及各位作者、

对出版社、对相关单位表示感谢。陈祖武先生表示阅读本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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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很大，对于推进国家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从当今社会现象出发，提出做历史研究更需要耐心、细致，

不要盲目跟风，仔细推敲字词句子的用法。廖学盛先生从学科

的角度给予本书高度评价，并建议可以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发

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文化发展。接下来，瞿林东先生、郑师

渠先生、陈其泰先生、黄兴涛教授、孟广林教授、梁景和教授、

李红岩研究员分别从史学意义、研究意义、学术价值、突出特

点及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文化发展史》

提出建议和意见。毛佩琦教授、黄朴民教授、郑大华研究员、

罗检秋研究员、张昭军教授代表作者分别发言，表达了对于龚

先生的感激与追思，对各方努力使得本书的出版表示深深的感

谢，并就本书写作过程中的心得和感悟与诸位学者分享。最后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对会议

做了总结发言，从出版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贡

献和历史价值，并对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寄望，也希

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能够进一步发挥自身的特色，在学术

研究上继续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希望山东教育出版社能够为学

界、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对八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学术

思想进行研讨，并借此机会表达对于龚书铎先生的追思。本次

与会学者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进一步

研究清代学术史、继续整理出版关于龚书铎先生的专题性研究

论集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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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郑师渠、史革新教授主编《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

族精神》出版 

 

郑师渠教授和史革新教授（已故）主编的《历史视野下的

中华民族精神》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 2014 年 3 月出版发行。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郑师渠、史革新教授主

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

究”成果，全书除总论外，共五编，约 60 万字。 

总论 共三章，另一附录。 

一 第一章民族、国家与民族精神 

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民族对

自身的存在、地位、利益、价值和文化传统的自觉。它是主观

认同的结果，即民族意识是通过民族认同来实现的。在这个意

义上，民族和民族认同密不可分，民族之产生离不开这种主观

认同。“民族”与“国家”在许多学科和现实生活里总是息息

相关、相提并论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相互替代。可以说，

二者构成一个共生体，民族是生命体，国家是组织者。民族精

神属于观念、意识范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

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该民族文化

的内核和灵魂。其成因，包括有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变迁和

社会发展的作用；杰出人物的垂范和宗教、国家所起的作用等

因素。其功能则有：精神支柱、凝聚力量、精神激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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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内涵 

先秦秦汉之际，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最

终形成并继往开来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包括：“和”；“重德”；“自强不

息”；“爱国精神”。其中，“和”处于最高的哲学的层次。它深

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与思维方式，

从而渗透、制约和规范一切。重德的核心是体现“和为贵”、

“仁”的人生观。自强既是遵循阴阳相反相成的“天行”，又

是以和为哲学基础的，所以它突出了变革日新，而与以邻为壑

的“强人”观念划开了界线。爱国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

质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最集中、最有力的迸发与升华。要

言之，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与特质，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

深沉的理性与崇高的德性。这就是强调在实践道德的基础上，

坚持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将理想与实际相结合，进而追求人

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与统一。正是这种博

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生

生不已，历久弥新。它显示了东方文明自身的价值和独到的智

慧。 

从总体和宏观上看，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大致可分成古、

今两大时期和前后五个阶段：第一，先秦秦汉：中华民族精神

的发轫与形成；第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华民族精神的整合

与发舒；第三，宋元明清：中华民族精神的深沉发展和进一步

升华；第四，晚清民国：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与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铸”；第五，新中国：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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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第三章 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首先，站在时代高度，将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作为国

家战略来实施；其次，创造良好环境，为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

精神打下坚实基础；再次，加强制度建设，为弘扬与培育中华

民族精神提供强大制度保障；最后，加强文化建设，为弘扬与

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丰富养料。 

附录：中华民族精神研究概述。 

 

第一编：先秦秦汉：中华民族精神的奠基。第一至三章。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多民族融合与民族精神的整合。

第四至第七章。 

第三编 宋元明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精神

的升华。第八至十四章。 

第四编 晚清民国：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与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铸”。第十五至十九章 。 

第五编 新中国：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

第二十至二十六章。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既是属于研究中国历史文

化的学术著作，有助于丰富与深化学术界的既有研究；同时，

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有益于人们，尤其是相关

领导部门，在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历史发展及其

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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