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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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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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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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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