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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教育部第一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 

《中国史学史》课题组召开首次工作会议 

 

2009年 11月 24日，《中国史学史》课题组首席专家瞿林东

教授召开课题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部分课题组成员就

《中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进行研讨，大家认为： 

一、全书要有思想、有系统。每一位作者都要对自己的学

术研究作认真的清理和思考，要在通观中国史学发展全局的基础

上，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撰写任务。 

二、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力求创新，让最有价值的学术新成

果反映到教材中来。同时处理好学术创新和理论严谨、知识准确

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要学习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的精神与作

法，对书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反复修改，并十分注意文字的

准确、凝炼和流畅，力争做到读来琅琅上口。 

四、要有团队合作意识，在主编负责下通力合作，课题组成

员围绕全书总的编写宗旨，各尽其职，写出本人最佳的篇章，共

同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研讨会还就编写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并初步制订了

编写框架，确定分工和工作进度：2010年 4月向工程办提出撰写

提纲（各作者在寒假前要提交所承担部分的提纲，提纲为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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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三级标题，同时列出参考文献和阅读篇目。2010年 3月课题组

成员讨论一至两次）。2011 年 4 月完成本书的撰写工作，提交全

部书稿（初稿）。每位课题组成员的工作都要走在这个进度前面，

以确保全书撰写工作的有序进行。（殿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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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学术研讨会 

2009年 10月 24日，历史学院举办了《20世纪“二十四史”

研究丛书》学术研讨会。 

 

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十卷本《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

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于 2009年 1月出版。“二十四史”连续不断

地记录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灭亡上下近五千年的中国

历史进程，是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中的瑰宝。在 20世纪的百年

中，中国几代学人对“二十四史”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专著以百数，论文以千计。这套十卷本《20 世纪“二十四史”研

究丛书》从数以千计的研究“二十四史”的论文中，精选出一部

分论文，以各部正史为主题分别汇集成书。这套丛书对于及时总

结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推动对“二十四史”的深入研究、进一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09 年第 3、4 期 
 

 4 

步促进“二十四史”的广泛传播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

社会意义。“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社会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学部委员林甘泉研究员、廖学盛研究

员、陈高华研究员，以及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历史学院分

党委书记耿向东研究员，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 “丛书”主

编瞿林东教授和“丛书”的部分分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的郭银星编审，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学者就“丛书”的编纂意义以及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瞿林东教授在发言中较为详细地说明了这部

“丛书”的编纂缘起、宗旨和原则，他指出：20世纪的几代学人

对”二十四史”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今人和后

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其加以整理是关于“二十四史”研究

的重要的学术积累。“丛书”可以帮助人们对“二十四史”有一

个清晰的认识，对中国作为一个史学大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陈

高华研究员认为：“丛书”的价值在于汇集了 20世纪史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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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十四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深入研究“二十四史”提供

了极其重要的条件，并对当前新一轮的“二十四史”的点校本的

修订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林甘泉研究员从学科功能的角

度强调了研究“二十四史”和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史

学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从先秦时期开始，一直没有中断，并留

下了很多宝贵的成果，对于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对

史学史的探索而加以说明。廖学盛研究员指出：外国人想要了解

中国的史学，难以找到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的较好译本。在这方

面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决策应当全面规划，培养更多的专业翻译

人才。与会学者对“丛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进一步研究“二

十四史”、继续整理出版关于“二十四史”的专题性研究论集提

出了积极的建议。（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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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 

“2009年度工作会议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9 年 10 月 9-11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

“2009年度工作会议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会议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主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承办。参加会议的历史学学部成员有：马克

垚教授（北京大学）、瞿林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岂之教授

（清华大学）、林沄教授（吉林大学）、葛剑雄教授（复旦大学）、

阎步克教授（北京大学）、桑兵教授（中山大学）、钱乘旦教授（北

京大学）、李剑鸣教授（北京大学）、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

姜义华教授（复旦大学）、赵毅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冯天瑜教

授（武汉大学），茅家琦教授（南京大学）因身体原因请假。教育

部社科司规划处处长徐青森、成果处处长魏贻恒，北京大学党委

副书记杨河、社科部副部长萧群、历史学系副主任彭小瑜出席会

议并讲话。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于 2009年 4月正式成立，

成员 14人，学部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 

会上，教育部社科司有关负责人对学部的工作方向、职能、

工作机制做了具体阐述，提出了明确要求。他们指出学部建设的

基本方向是实现职能实质化、工作制度化，充分发挥学部对于学

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引领作用，提升社科委学部在各专业领域的

影响力和辐射力。建立学部工作会议制度，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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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秘书处，形成良好的组织机制；拓展宣传渠道，扩大学部的

影响。 

本次会议研讨的问题广泛，主要有：（1）中国历史地理学的

文献价值及其世界意义；（2）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和专制主义

的重新认识；（3）近 120 年来中国学人对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深入

思考；（4）改革开放以来商会研究的成绩与展望；（5）建立史学

学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6）近 60年史学发展的回顾以及史学工

作者的责任担当；（7）学术争鸣中应当注意的问题；（8）世界史

学科的成长、研究现状及其前景；（9）60年来考古学的成就与理

论发展趋势；（10）弘扬传统思想文化；（11）当前历史研究中值

得关注的倾向。 

通过讨论，与会代表在多个方面形成了共识：（1）世界史学

科应该进一步发展壮大，整体提升学术水平，使其与国家的地位

相适应。（2）史学理论应该创新，要提出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道

路相吻合的理论体系。（3）要加强专项资料建设和数据库建设，

抢救各种资料档案，提倡资源共享，尽可能杜绝重复建设。（4）

要认真对待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化，采用通俗的、严肃的、基本

准确的形式，使历史研究成果走向大众，发挥良好的社会效应。

（5）历史教学中应当坚持政治导向和学术导向的统一，不能偏废

一端。（6）历史研究应注重对某一时期的历史做全面而深入的探

讨，避免抓小弃大、避重就轻、研究题目过于细碎的倾向。 

会议初步拟定了历史学部明年的工作计划：（1）学部第二次

年会将于 2010 年 10 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

大学共同承办，会议主题暂拟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2）出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学术年刊》（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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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主题为“60 年来中国的历史学”。该刊稿件以每年学部研

讨会的主题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每期篇幅 20-30 万字。（3）

2010 年 拟就“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展开调研，调研报告将

以适当方式公布，并提交有关部门。（4）编发简报，每年 2 期，

报道学部会议、调研报告、基地建设等内容。 

 

本次会议得到了教育部社科司、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社会科

学部的大力支持，委员们畅所欲言、讨论深入，涉及史学研究的

各个领域，并且对明、后年的规划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委员们对

本次会议的成果表示满意。（吴世英）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09 年第 3、4 期 
 

 9 

 

四、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 

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约，就中国史

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发表文章（见该报 2009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文章指出：“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个严

肃的学术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点，也

要考虑到学术史自身的发展轨迹；既要勇于创新，提出新的见解，

又要关注学科本身的全局以至于中国学术的全局。它的根本任务

和总目标的出发点，不在于阐发个人的某种学术观点，更不是为

了在学术上标新立异，而在于积极规划本学科乃至中国学术的前

景和未来。从历史学学科来说，试图以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

概念、一个历史年代来建构某种话语体系，那也只有在顾及上述

原则之后作为一种标志提出来，才有其学术意义。因此，不论是

学科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还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都有必要注意到古今会通、中外会通、前贤学术成果与当代学术

会通，从而使这一学术话语体系既反映出时代精神，又包含着历

史底蕴，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视野。” 

文章还就理论自觉的问题、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和联

系的问题、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同现代史学的理论成果的结合问

题等，作了扼要的阐述。（钟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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