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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展望：建设一流的一级学科点 

由于本所已获准增设了历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硕士点由原来的2个增加到7个，由此，本所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将大

幅扩大。根据这一变化，本所已确定了2007年的招生专业和专业方向。详见下表： 

历史学一级学科招生专业以及研究方向简介（2007年） 

专业 研究方

向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和意义 研究生导师 

060105专

门史 

上海城市

史 
探讨上海城市发展的进程、特点，对中外城市进行比较。注重理论，强调通

识和思辩，但不废实证功夫，使学生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变迁有深入了解。 
熊月之，研究员，博导 

上海社会

文化史 

研究上海城市文化变迁的进程、西学东渐、传媒史、出版史、旧学史、文化

产业等，注重思想文化变迁的理路及社会背景，培养学生对理论的兴趣。思

辩与实证并重，强调思想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形而上与形而下

的密切关系，其意义在于为现今的思想文化变迁提供一面镜子。 

周武，研究员，博导 

上海城市

社会经济

变迁史 

了解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变迁；系统梳理上海发展历程，从东南沿海的一个普

通县城，如何壮大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东亚著名的都会，背景与

原因分析；相关理论的介绍；进行几个专题讨论；要求在重视史料的同时，

须注重研究方法、视角上的创新与突破。 

马学强，研究员 

060107中

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

代社会变

迁 

主要研究内容：晚清上流社会变迁；士与社会，城市社会变迁；乡村社会变

迁；社会群体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等。特色与意义：注重通识和思

辩，但不废实证功夫。藉助历史的通识和思辩，通彻了解百年变迁的曲折骨

脊，了解中国的昨天。 

杨国强，研究员，博导 

中国近现

代思想文

化史 

主要研究内容：西学东渐史；民主思想史；出版史；传媒史；旧学史等。特

色与意义：思辩与实证并重，强调思想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形

而上与形而下的密切关系，其意义在于为现今的思想文化变迁提供一面镜

子。 

熊月之，研究员，博导；

杨国强，研究员，博导；

周武，研究员，博导；王

敏，副研究员 

中国近现

代政治史 

主要研究内容：近代政治思潮变迁；革命与改良；民主政治方案与实践；政

治制度变迁；党派与政治社团；政治人物等。特色与意义：侧重剖析近代政

治变革的艰难，使学生对政治变革保持一种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态度。 

王维江，副研究员；马

军，副研究员；李志茗，

副研究员 
中国近现

代科技文

化与社会

变迁 

主要研究内容：近代西方科技的引入；科技社团；科技与社会变迁；科技与

国家；科技体制化；科学家群体等。特色与意义：透视科技救国的源流和内

在限制，为当下的科技体制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张剑，副研究员 

060106中

国古代史 

中外关系

史 

主要研究古代中国（主要是中原王朝）与域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

种的交流关系；在地理上以西、北方向的陆路交往为主体，在内容上以文化

与宗教为核心。其意义是：在厘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揭示“交流”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并粹取可予今天借鉴的精华，服务于现代社会。 

芮传明，研究员 

经学与经

学史 

以研究解经原典（历代解经著作，如《通志堂经解》和《皇清经解》中著

作）为主攻方向，兼及与该书相关的学术史，目的在于切实地为构筑真实的

经学史制造砖与瓦。 
虞万里，研究员 

中国古代

经济史 

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中的财政与市场、赋税变革与土地制度变迁、小农经济

“低投入－产出”效应分析，以及变法类型等。以一系列新概念研究中国经

济史，是为其特色。这对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及经济史学的发展有相当的

作用。 

程念祺，副研究员 

明清史 
主要研究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史，特别是地方社会与区域（江南）文化。其

特色是强调社会史研究，并注重社会学方法的使用。以区域社会发展的角度

来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社会。 
钱杭，研究员，博导 



未来，本所将把研究生教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来，投入更多的物力和精力，在专门史专业点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充分

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究生教育理念，更自觉地将研究生培养与本所的发展，特别是人才梯队建设结合起来，努力把历史学一级学

科硕士点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一级学科点。同时，我们将继续做好博士点的申报工作，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新的突破。让曲折

成为历史，让发展接续未来。 

 

<关闭> 

060104历

史文献学 

近世文献

学 
利用本馆藏书，挖掘整理近世特别是晚清民初的报纸杂志，进行初步研究。 陈克艰，研究员 

古代文献

学 
对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有初步而较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深入某一专题，

从事研究。 
虞万里，研究员 

060102考

古学及博物馆

学 

考古学及

博物馆学 

讲述历史考古学方法论，探讨博物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古代文物，并对古

器物鉴定有所研究。理论的指导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动手能力，注重在实践

中提高。通过历史时期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学习，使学生具备独立进行考古

学专题研究和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杭侃副研究员（兼） 

060101史

学理论与史学

史 

中国社会

发展史理

论 

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兼及传统史学理论研究，特色是紧密结

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亚细亚生产方式，注重社会形态的研

究，强调整体的历史观。提高研究生的史识，培养研究生的理论兴趣。 
钱杭，研究员，博导 

区域史理

论与区域

史研究 

分析中国区域社会的类型，研究地方特点，介绍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注

重地方文献的收集、鉴别，强调个案意义，注意共同体理论，特别注重区域

社会生态的复原以及运作过程。 
马学强，研究员 

西方史学

理论与史

学史 

介绍西方史学的发展理路，注重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培养研究生的理论兴

趣，了解西方学术史发展，开拓视野。 王维江，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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