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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国各族人民迎来人民共和国60华诞之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和大家见面了。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新中国史学经历7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设、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拨
乱反正、90年代以来的健康发展，一步步走向新的阶段，开拓着新的天地，书写着新的史学史长卷。
    本卷发表的《历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近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方
法的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的探索与收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别史区域
史研究》、  《新中国六十年来的西方史学研究》等五篇文章，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新中国
史学的面貌，以及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和思考的憧憬。
读了这些文章，使人感到欣慰和鼓舞，同时也使人感到史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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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近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方法的创新《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编年》的探索与收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别史区域史研究新中国六十年来的西方史学
研究论史学求真的疑惑与可能史学史的资料  ——兼评明卜大有辑《史学要义》  钱穆的《国史大纲》
与德意志历史主义：一个比较史学的尝试继承白寿彝先生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筚路蓝缕、殚精
竭虑的奋斗精神  ——在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白寿彝先生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
友谊通史撰述之志与封建社会史论  ——读《白寿彝文集》第一卷  中国民族史与宗教史研究的典范  —
—读《白寿彝文集》第二、三卷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展与创新  ——读《白寿彝文集》第四卷  在创造
新文化的大道上不断开拓  ——读《白寿彝文集》第七卷  白寿彝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中国史学的未来发
展  ——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白寿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侧记近出简帛与中国古史框架探
略《史记》叙事中的一事并见两说新探六朝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抵观史  当逆其意  ——简论宋人
笔记中所见之史学批评杨慎评《史通》二题“历史认识是怎样发生的”  ——略论柯林武德对科学历
史学的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简评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
论成就》⋯⋯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章节摘录

第三个问题：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就应该研究和撰写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
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同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也应该研究和撰写出中国各民族的史学发展史，并使其成为一个整体
的中国史学史。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白寿彝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也郑重提出了加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问题。
他指出：“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内蒙、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可彼此没有联系。
西南也有一些，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也要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
加以提倡”。
此后，在其他一些中国史学史著作中或有关的论文中，都已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
1988年，王尧、沈卫荣发表《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
近年，我们还见到有两本关于藏族史学的专著出版。
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承德共同举办了
全国第一次“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史学方法”研讨会。
会后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论文集，涉及多种少数民族的史学及文献研究。
所有这些，反映了史学界对少数民族史学及文献研究的重视。
我认为，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中国史学有注重多民族史学
研究和撰述的传统，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优良传统的认识。
第二，中国史学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史
学史内涵及其价值的认识。
第三，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从史学发展上和历史文化认同的客
观趋势上阐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意义，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
激发爱国热情，从而推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这一研究领域有多种途径和广阔的前景：比如关于这方面的汉文文献资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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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总第7卷)》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迠研究基地，北京
师范大学史不进论与只学史研究中心主办。
中文社会科学引(CSSCI)来源集刊。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1月。
是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心设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中西史学比较、西方史学史等研究室。
中心目前承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古代中西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历
史理论研究、17～19世纪中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研究等
重大项目。
中心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中心研究人员同国内外同行有广泛的学·术联系。
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是中心的重要学术工作之一，希望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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