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简介  

一、流动站基本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2003年获得授权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单位，是以历史文化学院为依托设

立的。 

历史文化学院是我校传统优势学院之一。学院现有两系（历史系、文化学系）、三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

史文献研究所、楚学研究所）。历史学专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一级学科博士点

授予单位（2003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

科，中国历史文献学为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学院为全国首批批准的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目前共有9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1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现有教职工81人，其中教授33人，博士生导师18人。 

学院资料中心藏书15万余册，中外文期刊500余种，文物馆珍藏各类文物近4000余种（类），机房拥有计算机60余

台，多媒体教室设备先进、齐全。近五年来，学院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30 余项，出版学术著作、教材近百部，发表

论文400 余篇。 

 

二、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内容简介 
1．历史地理学 

2．历史文献学 

3．专门史 

4．中国古代史 

序号 
研究方向名

称 
简         介 

1 
中国环境变迁

史 

该方向研究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生存
环境、区域环境变迁、环境灾害与
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与各种文化之
关系。 

2 中国历史地理 

该方向研究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
法、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地理学派
和思想家、断代历史地理学。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简        介 

1 历史文献学理论 
主要是对中国文献学史上的人物、事件、著述及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和研
究。对于当今的文献整理工作，也有针对性的进行理论探讨。 

2 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主要是对历史上重要的典籍进行整理，并重视整理方法的探讨。 

3 文化史文献 
主要开展中国古代文化史文献（尤其是道家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发
掘对文化传承有益的思想资料。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简         介 

1 中国文化史 
主要研究重点为中国社会生活、经
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史。 

2 道家道教文化 
主要研究重点为老庄学、道家道教
思想、道家道教与儒佛关系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简       介 

1 秦汉史 

该方向全面关注这一时期（包括先秦）的政
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尤其关注这个时期
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 



5．中国近现代史 

6．世界史 

 

7．国际关系史 

2 魏晋隋唐史 

该方向全面关注魏晋至隋唐的政治、经济、
文化及社会，尤其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变动。 

3 明清史 

该方向全面关注明清的政治、经济、文化与
社会，尤其关注明清时期各个领域的变化与
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4 中国古代社会史 

该方向主要强调从社会史的角度，在多学科
交叉的学术背景下，完善学科知识结构，与
学术前沿保持一致，尤其强调选题的视角、
问题意识与对话意识。 

序号 研究方向名
称 

简        介 

1 
中国近现代 
政治史 

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事件，政
治人物，政治组织，政治运动，政
治制度演变，政治与其他社会生活
的关系等。 

2 
中国近现代 
经济史 

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事件，经
济人物，经济组织，经济运动，经
济制度演变，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
的关系等。 

3 
中国近现代 
思想文化史 

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事
件，思想文化人物，学术、思想和
文化组织，思潮和文化运动，文化
制度演变，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等。 

4 
中国近代基
督教与教会
大学史 

主要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在政
治、文化、教育、社会伦理道德、
风俗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要考
察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本土化以
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简        介 

1
世界古代中世纪

史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历来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
头，中世纪是近代欧洲的起点。本方向侧重研
究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古欧洲的社会、
经济与政治，特别是希腊和罗马的城邦制度、
宗教、文化、民族认同以及各种历史因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 

2 欧洲近现代史 

本方向就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欧洲主
要国家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进行研究，侧重
经济社会史、外交史和文化史。 

序号 研究方向名
称 

简       介 

1
中国对外关
系与大国外
交政策研究 

主要研究近现代史上的中外关系和
主要大国外交政策，包括近代以来
的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美国
外交政策、俄罗斯（苏联）外交政
策、英国外交政策、法国外交政
策、德国外交政策、日本外交政
策、印度外交政策等 

2
区域性 
一体化史 

主要研究欧洲一体化的起源及其发
展进程，欧洲一体化中的重大问
题，其他地区的区域性一体化，不
同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的比较研究，



 

 

8．经济社会史 

9．区域文化史 

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及合作导师情况表 

区域性一体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等。 

序号 研究方向名
称 

简       介 

1 
近代中国经

济 
与社会转型 

本方向不仅探讨中国由前近代向近代
社会的转型方式及其取向，探讨近代
中国在经济及社会层面的结构性变
动，经济政策与经济运行，还重点关
注过渡时期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关注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因素的
消长蜕变。 

2 

社团、社群
与 

近代社会转
型 

本方向研究的主题是社会团体、社会
群体与社会转型的关系，重点关注点
包括各类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兴衰
流变、各类群体的职业与社会活动、
近代社会阶层流动、国家社会关系等
问题。 

3 
中国近代 
日常生活史 

本方向关注的是生活于近代时空下
的“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包括衣食住
行、人际交往、职业与劳动、生死爱
憎、灾变节庆，还有其背后的财产继
承、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组
织、都市变迁等方面的内容。关注的
对象不仅包括社会精英，更有社会大
众。 

4 
中国近代 
农村社会史 

本方向主要探讨近代中国的农民、农
村与农业问题，探讨农村社会变迁与
近代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关系。具体
关注的主题是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经
济、农民生活、农村习俗、近代城乡
关系等。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简       介 

1 
生态环境 
与文化史 

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状况，研究环境
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国家、社会、群体、个人对
环境的应对。文化系列与地缘之关系。 

2 
楚文化与 

其他区域文化 

主要研究先秦时期的楚国生态环境，楚国的历史
与文化，楚文化与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对长江
流域及中国中部的文化也开展了研究。 

流动站 
名  称 

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合作导师 

(排名不分先后) 

 

历史地理 
中国环境变迁史 

中国历史地理 
王玉德 

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理论 周国林 

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刘韶军 

文化史文献 董恩林 

专门史 
中国文化史 姚伟钧 

道家道教文化 刘固盛 

秦汉史 熊铁基 



 

历 

 
 
 
 
史 

 
 
 
 
学 

中国古代史 
魏晋隋唐史 马良怀 

明清史 吴  琦 

中国古代社会史 吴  琦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刘  伟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马  敏   
彭南生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罗福惠 

中国近代基督教与教会大学史 章开沅 

世界史 
欧洲近现代史 邢来顺 

欧洲古代中世纪史 

国际关系史 

中国对外关系与大国外交政策研
究 

区域性一体化史 

黄正柏 

经济社会史 

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 朱英 

社团社群与近代社会转型 朱英 

中国近代日常生活史 严昌洪 

区域文化史 
生态环境与文化史 

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 

王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