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生学术论坛自 5 月开始征稿以

来，得到国内外高校研究生的积极响应。至 10 月截稿，会务组共收到有效稿件

197篇，经评委优中选优，共评选出 60篇，其中中国古代史学 23篇、中国近现

代史学 22篇、外国史学 15篇，现将入选稿件名单（以作者首字母排序）公布如

下： 

 

中国古代史学 

序号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常孙昊田（兰州大学） 依《春秋》论天道——《汉书·五行志》新论 

2 陈珍（北京师范大学） 清初北岳恒山改祀与恒山志的编撰 

3 成运楼（山东大学） 
传统史书论赞的文体争议及其称谓变迁——兼论史赞出

现的历史成因 

4 丁文（南开大学） 
在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与认识判断之间：刘知幾直书曲笔

观新论 

5 范伟广（兰州大学） 从图书目录看中古女训书籍的演进 

6 高超（复旦大学） 汉唐时期地理类文本“记”、“志”体裁内涵再探 

7 蒋铭（山东大学） 殊途而同归：焦循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联系 

8 厉泽文（天津师范大学） 试论“汉故事”与初唐政治 

9 卢子蒙（安徽大学） 以历史指导战争：宋代兵史书籍的繁荣及其社会根源 

10 潘泽月（南京师范大学） 《昭代典则》编纂探研 

11 彭丽杰（首都师范大学） 
九州叙中国：地理志体例与作为地理—文化观念的“中

国” 

12 田丰（华东师范大学） 再造汉业：《汉纪》对汉帝功业次序的重构及其意义 

13 王晨（清华大学） 
虚的认识：作为物质载体的《吕氏春秋》形制及其排布问

题 

14 王富贵（西北师范大学） 新旧《五代史》天命观异同原因探析 

15 王亮军（北京师范大学） 明代史学“心术”论之理论提升的逻辑解析 



16 王世龙（南开大学） 《魏书》纳节闵帝入本纪问题考论 

17 王松（北京师范大学） 地图如何叙事：方志地图中的空间叙事与叙事空间 

18 王雪菲（北京师范大学） 《七录》“簿录部”考辨与复原 

19 
王轶龙（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 

浅析陈寿的英雄观——以《三国志·蜀书》“评曰”为中

心 

20 韦瑶函（首都师范大学） 《八旗通志》编纂与清朝“正统”意识 

21 吴文杰（北京师范大学）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再考察 

22 席艺璇（中国人民大学） 《史记》对“贾谊之死”的历史书写 

23 张斌（南开大学） 元代《实录》传布考 

中国近现代史学 

序号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陈陈（上海师范大学） 傅斯年历史语言学观念对全汉昇科学考据的影响 

2 邓智中（华中师范大学） 邓之诚与聂崇岐学术交谊述论 

3 樊柏宏（北京师范大学） 《史记》评论与 20世纪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 

4 高博文（暨南大学） 政治学概念的跨文化引用——以太平天国政体研究为例 

5 葛耀东（四川大学） “地域性”的凸显——近代先秦诸子学研究中的新理路 

6 韩晶晶（华东师范大学） 
二十世纪初西方汉学的对话者：李文彬及其《中国历史纲

要》 

7 何聪聪（华东师范大学） “史映时迁”：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的修订缘由 

8 胡聪（四川大学） 
陈垣先生的“中华民族”观——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为

例  

9 黄学友（西北大学） 
近代史家的史料观与治史取向——以王崇武的早期学术

传承为中心 

10 李楠（北京师范大学） 
“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吕振羽《常识讲话》对通俗史

学的贡献 

11 李瑞璞（华东师范大学） 
转译、挪用与本土化：《妇女与社会主义》在华传播与接

受 

12 刘明慧（华中师范大学） 新人文主义思想与柳诒徵文化史观的形成 

13 刘彦霖（西北大学） 
侯外庐与中国现代性的本土话语构建——以明清之际启

蒙思想的论证为例 

14 马郝楠（香港浸会大学） 
“经史易位”的侧面：康、梁万木草堂时期“史”之论述

及其张力 



15 曲宁馨（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学界书写日本汉学史的历程和特点 

16 汤阳（北京师范大学） 近代史学转型视域中的清末史传创作（1900-1911年） 

17 王博（山东大学） 媒介的力量——《读书杂志》与社会史论战的发展与传播 

18 王乐鑫（华东师范大学） “纳科举于学堂”：中国现代史学的酝酿 

19 王玉婷（复旦大学） 
消解“传统压力”：陈守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

的构建 

20 吴昕璇（北京师范大学） 王桐龄的东学背景及其民族史撰述 

21 徐冯媛（北京师范大学） 李约瑟的在华学术活动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 

22 杨情（四川师范大学） 陈述与金毓黻学术交游、治史异同考论 

外国史学 

序号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曹家豪（华中师范大学）  试论阿瑟·丹图的“叙事语句”及其叙事解释模式 

2 陈权（北京师范大学） 
沃尔什历史哲学二分法的理论来源——以布劳德对哲学

的划分为线索 

3 郭景涛（山东大学） 历史事件的记忆维度——应用记忆史的叙述范式 

4 郭珊伶（东北师范大学） 
论宫崎市定对“年鉴学派”理论和方法的接受、内化与运

用 

5 郭玉飞（山东大学） 拉斐尔·萨缪尔的公共史学研究探析 

6 李佳骏（中国人民大学） 文化视角下的英国口述史 

7 
刘昕（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 

叙事主义历史理论的边界——佐尔坦·西蒙与海登·怀特

的事件理论 

8 牛宇祺（清华大学） 
简析列奥·施特劳斯的历史哲学观点——以批判柯林武

德为例 

9 邵扬舟（东北师范大学） 论卡尔·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生成、发展与转型 

10 佟文宇（首都师范大学） 
围绕《反思历史》杂志的实验史学（1997-2017）——一

种史学的话语实践 

11 胥晨曦（北京师范大学）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眼中的中国传统史学 

12 
杨琦帆（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释与争论——基于科恩的“生产

力决定论”与里格比的“生产关系决定论” 

13 张翔（上海师范大学） 
巴洛克艺术：试论法国史家保罗·韦纳历史书写理论的叙

述策略与表现风格 



14 赵瑞祺（北京大学） 
通向历史性经验：一种现象学路径——对大卫·卡尔历史

现象学的考察 

15 郑泽宇（中国人民大学） 西方数字史学发展历程与概念流变探析 

 

祝贺以上入选的各位同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生

学术论坛将于 11 月 18 日—19 日在线下举办，其他事宜会务组后续将与入选作

者联系。论坛日程等相关事项，可关注“北师大历史”、“史学史学步”公众号

的后续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