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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中心三个项目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

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经组织专家严格评审和公示，我中心三个项目获批立项，它

们是：《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上）》，项

目号22JJD770011,负责人汪高鑫教授；《比较视野下的中国

古代史学理论研究（下）》，项目号22JJD770012,负责人王

记录教授；《比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研究》，项目

号22JJD770013,负责人张昭军教授。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考核会议

2023年2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培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迎来了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统战部、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四部委组成的

周期考核工作小组。

下午2:30，考核工作小组成员到达北京师范大学，副校

长康震教授致欢迎词。随后考核小组进行闭门会议，康震副

校长与基地主要成员座谈。下午3时许，会议正式开始。基地

专家杨共乐教授对考核工作小组表示了欢迎，简单介绍了与

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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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工作组组长徐春生对考察工作情况及要求作出说

明。他指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是一项重大理论创新。相关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也

由此凸显。2020年北师大成为首批培育单位，现已满三年。按

照四部委的统一部署，进行第一轮考核评估。工作组此行，一

是要总结经验，为基地的长久发展提供借鉴；二是要实地参观

考察基地的建设成果。按照程序，我们先请郑师渠主任作情况

介绍，再进行个人访谈。

   基地主任郑师渠教授从七个方面，全面汇报了基地情况。

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耿向东表示，同意郑师渠教授的汇报。希望

学校能够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基地的持久发展。杨共乐教授、

罗新慧教授对于基地的鲜明特色、优秀成果和强烈的社会反响

做了补充说明，并提出了跨学科研究、独立招生等具体意见。

科研院孙宇处长也做了发言。最后，工作组组长徐春生总结发

言。他表示，工作组与北师大基地工作人员有着一致的目标，

那就是把基地建设好、发展好。几位专家的发言把我的认识提

高到了一个新高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之大

者”，是中华民族的根脉。

   会议之后，考核工作小组对基地成员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

领导进行闭门个人访谈。第一组访谈对象基地专家杨共乐教

授，地点在主楼A314；第二组访谈对象科研院副院长孙宇教

授，地点在主楼A321；第三组访谈对象基地青年学者朱露川讲

师，地点在主楼A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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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访谈后，考核工作小组实地考察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心。

三、学刊快讯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下
卷出版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下卷，总第27卷。

本卷设立“区域国别与世界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

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外国史学

研究”“现代史学家研究”“书刊春秋”七个栏目，刊发论文

和评论27篇，另有两篇附录，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2021年9月-2022年 8月）》《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论著要目（2021年9月-2022年8月）》。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二十大”胜利召开，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开始了新的征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者如

何出己所学为社会服务，依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发掘和阐释

古今中外优秀史学遗产，使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史

学工作者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本刊将继续为学

术界同道提供坚实的平台，一方面发表知名学者高水平的研究

成果，另一方面也热心提携学术新秀，倡导开辟新领域和学术

创新，为我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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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十五讲》出版 

汪高鑫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十五讲》一书，于

2023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51万余字。

汪高鑫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已出版《中国

史学思想史散论》《中国史学思想史新论》《中国史学思想

会通·秦汉史学思想卷》《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经史关系论

卷》等相关论著多部。《中国史学思想史十五讲》汪高鑫教

授近10年（2010—2019）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新

论”，涉及相关研究的一些新论题、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方

法。

全书内容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2个部分，其中综合研

究的内容包括历史思维、历史教育、史学功用、经史关系、

社会思潮与史学思想、历史文化认同、史学近代化、史学与

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等重大理论问题的

探讨；专题研究则主要是以论述历代史家、史著的史学思想

为主，也有关于具体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与史学思想、史学

正统观念、目录学的发展等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新

论”对于扩大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推进中国史学思想史

的深入研究，作出了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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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暨刘家和先生从教70周年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

    4月22日至2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中西文

明比较研究暨刘家和先生从教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开幕式在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举行。北

京师范大学校长马骏、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刘景

华出席并致辞，刘家和先生到会并讲话。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皓主持。

 马骏代表学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与会专家表示欢

迎。他高度评价了刘家和先生的教学科研成就及其对北京师范

大学历史学科的重要贡献，并祝愿刘家和先生健康长寿，学术

之树长青。马骏指出，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希望史学工作者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强对重大

历史问题的研究，推动学科融合发展，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

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更好地发挥历史学

的知古鉴今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刘景华代表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肯定了刘家和先

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学科建设的

巨大贡献，感谢刘先生的教诲和厚爱，祝福刘先生健康长寿。

  刘家和先生在讲话中感谢学校、学院和学界同仁的关怀，

他指出自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从教与学的紧密关系

出发，他分析了教学科研中自强的重要意义，并期望能够不断

努力，与学界同仁一同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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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廖学盛、北京师范大学

资深教授瞿林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郭书

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赵世超、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清华大

学教授刘北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震、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韩

东育、复旦大学教授黄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

究员徐建新、苏州大学教授柴念东等先后在大会发言，北京大

学教授马克垚与复旦大学教授张广智作书面发言。发言学者高

度肯定刘家和先生在70年教学生涯中，对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

和教学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国内

数十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媒体的近百位学者通过线下+线上的

方式参会，就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古

代史、中国古代史、刘家和先生的学术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刘家和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自1952年起在北师

大任教，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

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的研

究。202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

六、汪高鑫教授主编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新
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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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5月14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研究中心主办的汪高鑫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

史》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600会议室

隆重召开。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理论所副所长、研究员左玉河，《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主

任、编审徐志民，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编审魏清荣，福建

人民出版社历史文化编辑室主任、编审史霄鸿，武汉大学教授

谢贵安，南开大学教授孙卫国，河南师范大学教授王记录，华

中科技大学教授李传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江湄，河南大学教

授田志光，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少川、李帆、张涛、汪高

鑫、张越、周文玖、吴琼、朱露川等30余名京内外专家学者出

席会议。

    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魏清荣介绍了四卷本《中国经史关

系通史》的出版情况，并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

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所分别赠书。汪高鑫教授介

绍了该多卷本的撰写过程与主要特点，并回顾了多年来关于中

国经史关系史研究的心路历程。

    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是汪高鑫教授带领其学术团

队多年来进行学术探索的心血之作，于2022年9月由福建人民

出版社出版。与会学者对该书的撰述与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围绕该多卷本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特点等展开了热烈研讨。学

者认为，该书的突出价值是抓住了中国经史关系这个中国史学

史研究的纲领性问题与核心命题，由此把握住了史部之学的灵

魂，对中国史学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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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史的通论性多卷本著作，为中国经史关系史研究的标志性成

果。该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与好评，获得了广泛

而良好的社会反响，出版次月即被《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评定

为2022年第三季度影响力图书社科类20种之一；2023年1月入

选《中华读书报》2022年度“百佳”图书“学术·文化”类15

种好书之一。

七、杨共乐教授参加十四届全国政协第四次双周协

商座谈会并发言

    5月26日，全国政协“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阐释

和宣传教育”双周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来自不同领域的委

员、专家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汇聚于全国政协的协商平台，围

绕主题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我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作为特

邀专家与会并发言。他表示，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领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极为丰硕，迫切需要用这

些最新的成果来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要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通识课，努力去回答“石榴籽是如何紧紧地拥

抱在一起的”这些问题。他建议，建立全国性的有系统规划的

学科建设平台，注重培养“为时代画像”“为民族立传”的拔

尖人才。据悉，双周协商座谈会是新形势下人民政协建言献

策、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有效平台。为进一步促

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全国政协把“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阐释和宣传

教育”作为今年的重点协商议题，并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形式

进行协商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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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杨共乐教授著作《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

视野下的中华文明》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京隆

重召开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

授著作《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新

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2023年6月17日在北京出版集团隆重召

开。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统战部、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世界上的民族因文化而生，因文明而存。研究比较视野

下的中华文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作，是

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基础工程。本书以

问题为导向，将相关问题置于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用

比较的视野，对中华文明进行重点考察，希望从宏观思考中

看清文明的发展趋势，从比较研究中剖析各文明的异同，阐

述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

   与会专家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国历史的书写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且也只能走自己的路。

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必

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明正确、深刻的认识基础之

上，史家有必要也有责任，探寻历史、讲清事实，梳理源

流、传承文化。

 该书立足时代，聚焦文明，用比较的方法勾画中国在世

界历史中的地位，阐发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发展的连续性

特点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阐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

续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这一重

要论述的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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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专家认为，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就是原生、多元

的，有深厚的土壤和丰富的根基。众多史前文化的相互聚

合、交融，催生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各历史时期多民族

连续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大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核

心内涵，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

    杨共乐教授新书《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

中华文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丛书”的开端

之作，该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北京师范大学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合作推出，为开放性的书系，力图

通过汇集名家力作，持续呈现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最新成

果。

   九、汪受宽教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全2册）获甘肃省第十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一等奖、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汪受宽教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全2册），

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

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结项成果。该书通过细究古今各少数民

族史学个案，综合探讨各时段、各区域少数民族的史学状

况，分享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特点，与中央王朝史学级其

他民族史学关系等，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划分为四个阶

段，全书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论述，尤详于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获甘

肃省第十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八届中华

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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