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 

第   期 
（总第222期） 

2000年12月11日 

主送：教育部社政司
抄送：

 
第 1、2 期 
（总第66期） 

2020年7月1日 

一、“从史学理论到虚拟仿真——第六届全国影像史学学术研讨会”在北师大  

召开 

二、拟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培育）现场调研会在北师大 

    举行 

三、《瞿林东文集》（10 卷本）、《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荣获第八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四、我中心子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成立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视频工作会议召开 

六、瞿林东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构

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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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史学理论到虚拟仿真——第六届全国影像史

学学术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 

 

2020 年 1 月 11—12 日， 由我中心和历史学院联合举办

的“从史学理论到虚拟仿真——第六届全国影像史学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青岛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相

关科研、文化出版机构的 3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我中心主任

杨共乐教授致辞并参加了研讨。 本次研讨会设影像史学的理

论发展、影像史学的实践成果、影像史料的释读和教学以及虚

拟仿真在影像史学中地位和作用等四个分论题，围绕影像史学

的理论建设和前沿发展问题，探讨传统史学研究和虚拟仿真教

学的关系，并总结了北师大历史学院最近 10 年来新文科“金

课”建设的经验，确定了下一步具有历史学科特色的“金课”

建设的内容和发展路径。 

为充分发挥影像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在教学、研究及

服务社会中的作用，第六届全国影像史学研讨会通过了筹备成

立中国影像史学会的方案。鉴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研究中

心、历史影像实验室、教研室在影像史学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

等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与会专家一致同意中国影像史学会和

秘书处常设办公地点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影像研究

中心；同时筹备出版中国影像史学会会刊《影像史学研究》，

以及时反映中国影像史学研究和实践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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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培育）

现场调研会在北师大举行 

为筹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国家民委、

中央统战部等相关部委联合举行现场调研会。我中心主任、北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史

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及历史学院的基本情况，郑师渠教授

作拟建基地汇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在发言中强调

了北师大在申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方面的三

大优势。通过现场调研会，考察组了解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

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的实力、胸怀和担当，为基地的正式落

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瞿林东文集》（10 卷本）、《历史视野下的中

华民族精神》荣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1 月 19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公示第八届高等学校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我中心瞿林

东教授所著《瞿林东文集》（10 卷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7 年）、郑师渠教授等所主编《历史视野下的中华

民族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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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中心子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

育基地”成立 

我中心子基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基地”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由四部委（统战部、中宣部、教育部、国家

民委）正式发文予以批准成立。它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设立，依托有关重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建设的民族研究机构，是服务决策、学术创新、培养人才的

科研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以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为主要任务，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

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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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视频工作

会议召开 

5 月中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视频工

作会议召开。会议由杨共乐教授主持。他在会上宣布了基地组

织结构、启动并部署了基地近期工作。校智库与期刊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周晓旭同志、基地主任郑师渠教授、首席专家晁福林

教授分别讲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的成立

受到高度重视。2020 年 3 月 25 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听

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瞿林东教授关

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汇报，并明确北京师范大学的基地需

要重点在学理上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发展的历史，

并上升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史的层面。国家民委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专门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工作

领导小组，并将“中华民族史研究”这一重要任务交给北京师

范大学。近期基地承担的具体任务是集中编写多卷本《中华民

族史》。这是一项填补学术空白的重点工程，将对中国的民族

团结、统一起到重要作用。由基地首席专家晁福林教授主持的

“‘天下一家’与中华民族起源”课题已申请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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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瞿林东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探讨新时代 

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构建问题 

2020年 5 月 20日，瞿林东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重要文章

“理论思维的历史品格和时代特点——谈新时代中国特色历

史学基本理论之构建”。 

瞿先生在文中提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

要在认识上和具体研究上立足于三个“高度”，即：立足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高度，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

展新阶段的高度，立足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史学遗

产新起点的高度。立足于这样的高度才能高屋建瓴，保证研究

的先进性，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凸显鲜明的

民族性。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保

证。他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要把

历史理论、史学理论这两个研究对象都包含在考察、论述的范

围之内，并在结构与表现形式上做出合理安排。不论是历史理

论研究，还是史学理论研究，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明确认识，

它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这

一要求和目标。 

瞿先生认为，我们应在三个“认识高度”的基础上，关注

基本理论构成的逻辑体系，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针对性，探寻、

揭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与当代史学观念的内在联系，用力做好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史学遗产中的史学理论获得新的

生命力，为当代史学理论提供滋养。他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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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基本理论在整体面貌上，应具有鲜明的“新时代中国特

色”的器局与风格，它要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即应具有世界视野，同时它要突出民族性，即具备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瞿先生的论述和观点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新时代中

国特色历史学理论问题具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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