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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共乐、周文玖教授参加“白寿彝史学论著奖”

颁奖典礼 

2018年 3月 29日下午 4时 30分，历史学院 2017年度“白

寿彝史学论著奖·研究生奖”颁奖典礼在主楼 600 会议室举行。

我中心杨共乐教授、周文玖教授，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

获奖学生代表及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此次颁奖典礼。大

会由李帆老师主持。 

首先，由周文玖教授宣读 2017 年度获奖学生名单。张弘

毅等 4 名同学获得一等奖，江林泽等 13 名同学获得二等奖，

张向朋等 9 名同学获得三等奖。杨共乐、李帆和周文玖三位老

师为获奖同学颁发荣誉证书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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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杨共乐、李帆两位老师分别发表讲话。在讲话中，

李帆老师指出大家在论文选题、史料运用以及学术规范方面都

有明显的进步，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更加宽阔，能够向学术前

沿靠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前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同时，

他也指出大家在论文选题、标题设计、语言表达及注释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李帆老师鼓励大家积极与导师交流，写作并发表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杨共乐老师对获奖的同学表示热烈地祝贺，

勉励大家在学术层面要保持高昂的劲头，多看书、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充分且高效地利用时间来读书和写作，努力多发表

一些“高精尖”的学术文章。同时杨共乐老师强调了学术诚信

的重要性，指出大家要在学术规范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最后，

典礼在李帆老师的总结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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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其泰史学萃编》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隆重

召开 

2018 年 5 月 26 日上午，由华夏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历

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

“《陈其泰史学萃编》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

学京师学堂第五会议室隆重召开。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

和、资深教授瞿林东，华夏出版社黄金山社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彭卫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凯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牛润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

所吴英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汪高鑫教授、

周文玖教授、李锐教授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报》

等单位的 3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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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姜海军主持。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华夏出版社黄金山社长分别致辞。

陈其泰教授介绍了九卷本《史学萃编》的基本情况，并回顾了

自己三十余年的治学历程。华夏出版社潘平副总编辑介绍了文

集的立项及具体编辑情况。与会学者对此套文集的完成出版给

予了高度评价。刘家和先生认为，陈其泰先生能够继承白寿彝

先生的治史传统，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等领域都

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清代公羊学、经史关系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尤为突出。瞿林东先生指出，他与陈先生，既是同事，

更是学术伙伴，他认为陈先生治史“通中有专”，并注重在治

史的过程中发掘中华民族的传统优良精神，不仅成果丰硕，也

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彭卫研究员从“方法论”的视角出发，

高度评价了陈先生关于清代公羊学的研究成果，并对陈先生多

年来支持《中国史研究》的工作表示感谢。徐凯教授、牛润珍

教授对陈先生在国内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队伍建设方

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后辈的深远影响进行了高度评价。吴

英研究员认为陈先生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史学理论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探索与阐释。张越教授认为

古代与近代相结合、贯通与断代相结合、史学研究与时代思潮

相结合是陈先生学术研究的三大特点。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陈

其泰先生是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视学

术为生命，勤奋耕耘，勇于创新。《陈其泰史学萃编》是其三

十余年成果的结晶，是其学术研究严谨求实精神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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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史学萃编》共九卷，约 300 万字，包括《史学与

民族精神》《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清

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再建丰碑——班

固与〈汉书〉》《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学术史

沉思录》，是陈其泰教授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

代表性论著的集结，全面反映了作者三十余年的治学经历及研

究路径，对于了解作者的史学观点、学术思想及中国史学的发

展脉络、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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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参加“双一流”特聘教授交

流座谈会 

 

6 月 4 日上午，“双一流”特聘教授交流座谈会在主楼 B609

召开，会议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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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欢迎辞，对各位“双一流”特聘教授

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工作，表达了崇

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接着，杨共乐教授就学校、学院近来

有关“双一流”建设的新举措向各位特聘教授进行说明。 

  最后，与会的“双一流”特聘教授就历史学科“双一流”

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纷纷发表个人见解，大家畅所欲言，

讨论热烈。李帆副院长代表学院对各位“双一流”特聘教授能

够积极出谋划策、建言献策，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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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杨共乐教授应邀参加“长安与世界对话”：唐都

长安 140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彰显古都西安的独特文化魅力与历史内涵，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全力推进西安市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建

设目标，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和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长安与世

界对话：唐都长安 140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8 年 6 月 18

至 19 日在西安举行。我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与历史学院同仁

宁欣教授、张荣强教授、赵贞教授、陈涛老师应邀参加。 

 

 

 

此次研讨会共设四个分论坛，议题分别为：“古都长安与

世界古都名城比较”、“大唐历史成就与中华文明演进”、“大唐

盛世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一带一路’与大西安建设”，近

300 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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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 19:30—21:00，杨共乐教授还应陕西师范大学王

成军教授邀请，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生作了题为

“对古代希腊史学的重新思考”的学术讲座，受到师生的热情

欢迎和一致好评。 

 

 

 

 

五、杨共乐教授为部级领导干部作讲座 

 

6 月 23 日，2018 年第 6 期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在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我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以“历史学的

价值”为题作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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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共乐教授从何谓历史、历史学讲起，介绍了学习历史应

该注意的问题、历史学研究的特点和学习历史的价值。他认为，

历史是指客观的存在，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了解人类

社会生活的最主要路径。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历史中常常包含

巨大的国家利益。学习历史应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把握基本的

历史事实，善于运用历史、辩证、比较的方法阅读史书。求真

是历史学的核心，客观存在、文字记录、文献解读、形成思想、

行文表达构成了历史学求真过程的主要环节。学习历史的价值

在于，揭示真相、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东西；总结经验、推动

实践；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历史知识，开阔眼界和胸襟，提高

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等。 

  150 多位中央和国家机关在京部级领导干部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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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中心荣获多项北京市、北师大教学成果奖 

 

近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表彰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的决定》

（京教人〔2018〕13 号），公布了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

名单，我中心杨共乐等教授的成果荣获一等奖，刘家和、瞿林

东先生的成果荣获二等奖。获奖总数位列北京地区高校同专业

前茅。特表祝贺！ 

  此次北京市教学成果荣获殊荣，是在 2017 年度北师大教

学成果奖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2017 年，我中心刘家和、瞿

林东、晁福林、杨共乐等教授的教学成果荣获北师大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1 项，获奖总数位列北师大各部院系中心同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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