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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多项著作入选第九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近日，第九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公

示，根据《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奖励办法》和《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

社会科学）实施办法》规定，经组织专家通讯评审和会议评

审，奖励委员会审议通过，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共评选产生拟奖励成果1491项。

我中心瞿林东教授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七卷

本）入选一等奖；刘家和教授《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

比较研究》、陈其泰教授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全五

卷）入选二等奖。

二、光明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史学叙事研究与中国
自主的叙事理论体系”

2024年2月5日，我中心朱露川副教授在《光明日报》理

论版（14版）发表《史学叙事研究与中国自主的叙事理论体

系》一文。文章强调，中国传统史学“叙事”理论研究需要

处理多重关系。一是古今关系，这涉及“叙事”理论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文史关系，这涉及“叙事”理论

的“征实”原则和底色；三是中西关系，这涉及“叙事”理

论的话语体系和主体性问题。文章发表后被“学习强国”理

论、“中国社科网·社科青年说”头条、“全国哲社办”社

科动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理论等多家媒体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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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刊快讯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
卷出版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总第29卷）共

设置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学术评论、会议

综述等7个栏目，刊发论文、评论及综述26篇。本卷附录《北

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2022年9月—

—2023年8月）》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2022年9

月 ～ 2023年8月)》，是对本机构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一

学科在这一年度发展状况的汇报和总结。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与和平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命题。这是对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总结和前景判断。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

理论和制度创新”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大有所为的研

究方向。发掘中华民族的史学遗产，借鉴外国史学的优秀成

果，在中西交流与比较的研究中阐释中国史学自身的价值，

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是我们需要不懈努力的方向，

本刊也欢迎相关问题的高质量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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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统群处来北师大走访调研

5月9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统群处处长潘芳芳一行来北

师大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进行调研座谈。北京

市委教育工委统群处副处长相京、二级调研员杨颖、统群处

干部刘化龙等参加调研。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

地专家代表、党委统战部、校团委等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党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积极落实一系列重要

会议、重要文件精神，结合学校特点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的整体情况。基地教师代表朱露川介绍了学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课程开设及理论研究的情

况。校团委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在青年团员中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情况。

会上，与会人员还就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

最后，潘芳芳在总结讲话中，对北师大近年来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和取得的显著成

效给予了高度认可和充分肯定，希望持续打造更多品牌活动，

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首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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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聚焦文明起源 增进文化自信——北京师范大学

师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探源中华文明、坚

定文化自信，5月14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近百名师生来到中

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学习。本次活动由北京师

范大学党委统战部、校团委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通识教育课程的“第二课堂”，旨在深入推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引导青年学生践悟习近平

文化思想，充分发挥青春力量，自觉肩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使命担当。

通过本次参观学习活动，师生们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了解了从旧石

器时代到近代不同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

以及中外交流状况，直观感受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了精神力量。

文化自信是最深层的自信，在参观结束后，同学们聚在

一起交流心得，不约而同表达自己“增强了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建成，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体现，也为

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展示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此次参观学

习，我深刻感受到考古学在构建中华文明史、增强文化自信

方面的独特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历史理

论方向博士生宣扬说，这些跨越时空的文物，共同绘就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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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明的恢弘画卷。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展览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

书本上的文字中跃然而出，变幻成一个个活生生、有故事的

文物，如此兼具感官冲击和知识普及的‘第二课堂’，正是

北师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体系深受学生们欢

迎的原因之一。”青年教师潘若天说。

六、梅吉尔教授受邀来访

2024年3月25日至4月20日期间，受董立河教授的邀请，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历史系

教授、著名思想史家与史学理论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先生莅临历史学院，开展了为期近一个月时间的学

术访问。在此期间，梅吉尔教授先后完成了三次课堂讲授和

一次主题演讲，题目分别为“现代社会如何以及为何需要通

过多种方式与过去互动”“ 史学探研技术的几个方面”

“论我们时代的历史应用与历史致用”“ 捍卫历史学术——

驳学术界的批评”。教授还围绕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和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两位史学

理论家的思想，同校内外史学理论方向的研究生召开了读书

研讨会，每场为时6个小时。在短暂的一个月时间中，教授不

辞辛劳，全身心投入到各项学术工作之中，积极与师生沟通

互动，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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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参加全国史学界研究阐释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发布会

2024年5月28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全国史学界研

究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发布会在京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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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

参加。

本次发布会发布的6部重大成果，是从全国百余种史学成

果中遴选出来的首批学术精品。由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

会办公室、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编写的

《历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100讲》是其中6部重大成果

之一。

在发布会上，该书主编杨共乐教授指出，《历史文化中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100讲》以历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

主题，从典型历史事例中选出中华民族的100个历史话题，深

入阐发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与特征。全书以讲稿

形式编撰，以史事为重点，史论结合，融学术性、知识性、

可读性于一体，使读者在愉悦中感悟中国历史和思想的力量。

会后，杨共乐教授接受央视新闻、新华社的采访。他进一

步指出，从先秦一直到现在中国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情况，

和历史文化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让我们看到，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

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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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潘若天博士参

加了发布会。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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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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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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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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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