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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宣布学院领导班子任免决定

历史学院赴北京十一学校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

戴逸丨治史入门：我的学术生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师生前往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走访座谈

一起向未来|历史学院召开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志愿者行前座谈会暨出征仪式
2021年度科研与智库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召开，我院荣获多项表彰
黄兴涛译著《中国人的精神》入选2021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人文类）”
历史学院举办魏坚教授荣休座谈会

“第四届北京南海子文云论坛”召开
历史学院辩论队荣获中国人民大学 第二十九届辩论赛亚军
[光明日报]戴逸与清史纂修
历史学院举办“历史的星空”新生开学第一课系列讲座
学习全会精神，把握历史脉搏 ——历史学院党委召开“解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
我院世界史专业本科生在第二届“海国图志奖”评选中再创佳绩
历史学院举行2020-2021学年班长述职评议会暨先进班集体推荐评审会
历史与政治实验班开班仪式顺利举行

历史学院举行2020级本科师生见面会
雄关漫道，征途新辟 ——历史学院举行2021级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大会
历史学院举行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
舞咏而归—中国人民大在职研究生吉家庄考古实习纪实
我院吴欣璇同学获第23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全国一等奖、最佳辩手奖
历史学院2020届校友返校参加专场学位授予仪式和学院返校活动
历史学院举行2021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暨毕业典礼
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港澳学子读史知行计划”顺利结束
观古鉴今，薪火相传 ——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港澳学子读史知行计划”举行开营仪式
历史学院第三届“绎思”研究生学术论坛顺利结束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多卷本）”开题报告会顺利举行
《唐宋历史评论》集刊入选CSSCI来源集刊
《新史学》集刊再度入选CSSCI来源集刊
夏明方《文明的“双相”》获选第二届“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
"历史学实践教学与新文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我院参与科技文化周开幕式暨科技文化体验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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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 举行结项鉴定会
学院与正定县文旅局合作协议签订暨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

在燕赵大地感受古代历史 ——2019、2020级本科生赴石家庄进行历史现场教学考察
“史学前沿”第六讲：跨国与全球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学科交叉问题”专题讲座顺利举行
齐鹏飞副书记调研指导学生社团家书学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顺利举办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隋唐五代壁画墓与中古文化变迁研究” 开题报告会顺利召开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朝西北边疆经略史” 开题报告暨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学院与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签订合作协议

学院与保定四家文博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第二讲顺利举办

2021年“史学前沿”第五讲：《瞿秋白的三重世界》
2021年“史学前沿”第四讲:《关于唐宋乡村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暨首场专题讲座顺利举办

福建招生组赴福州、厦门、泉州开展系列招生宣讲活动

历史学院召开2020年度基层党支部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考核会议
2021年“史学前沿”第二讲：《有关文成公主的历史记忆及其考古学考察》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新闻中心 > 正文
“史学前沿”第六讲：跨国与全球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05-19 20:05 阅读量： 212

4月8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在公教一楼1503室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

王立新应邀作了题为“跨国与全球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兼论中国史与外国史的相互借鉴如何可能”的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

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历史学院60余名师生出席，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王教授介绍了民族国家史学（national history）的发展经过，以及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历史学家对民族国家史学的批评
与反思，指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兴起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浪潮，相应的历史研究着重围绕打造民族国家内部的集体记忆、塑造民族

身份和国家认同而展开。在战后非殖民化浪潮与民族独立的影响下，再加上民族国家自身的支持，民族国家史学长期占据史学研究的主

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史学家开始反思此类史学范式的弊端所在：研究领域狭隘和

局限，只能重建人类经历的某些方面，忽视了全球或跨国性的诸多经历；强调本国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忽略了国家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

依赖，导致特殊论或例外论成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病；容易被民族国家用来掩饰过错、讴歌荣耀，培育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由此，王

教授认为，民族国家史学不仅妨碍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且无助于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不利于培育国民开放包容的胸怀和世界公

民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杜赞奇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者开始呼吁打破民族国家书写范式的束缚。在此背景之下，历史研究产生了全球

转向和跨国转向。

上世纪60年代，全球史作为历史编纂的方式出现，为思考民族国家历史提供了崭新视角。90年代后期，美国兴起了从跨国史视角研

究本国历史的趋势。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与全球转向已经发展为当前国际史学界最强劲的学术潮流之一。王教授表示，可以将跨国史

（全球史）从两个层面予以解读：它既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是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和对象。

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跨国史（全球史），可以从如下几条路径开展研究：首先，将本国历史置于更广阔的地区或全球联系中，作

为更大的地区历史的一部分。例如，将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史置于大西洋史中进行考察，将清王朝置于内陆亚洲、甚至更大范围中予以解

读。其次，关注思想、人员、制度、技术、商品方面的跨国联系对本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例如，进步主义运动可被视为20世纪初期兴起

的“跨大西洋社会政治”的美国版，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亦受到外部世界的深刻塑造。再次，研究国际事件和事态对本国的影响，诸如运

用跨国史（全球史）的视角研究独立战争、民权运动、中国国共内战等历史事件。最后，王教授提醒我们关注本国与他国“共有的历

史”（shared history），以及考察帝国内部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影响。
作为研究领域和对象的跨国史（全球史），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边疆”。王教授认为，跨国史的兴起催生了诸多新的研究题材

与领域，包括以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劳工、妇女等作为对象的跨国社会史，研究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跨国经济史，关注大众文化

传播和国际文化形成的跨国文化史，以及跨国人权史、宗教史、体育史等相关跨国事态的史学分支。跨国史（全球史）通过挖掘新材料

来关注以上跨国空间内的事态，试图重建被民族国家历史范式忽视的边缘群体的经历、全球化的进程和人类的整体经验，极大促进了历

史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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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随后把目光转向中国，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从跨国史和全球史视角中受益。在王教授看来，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引

入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激发我们重新理解中国近代史，并开辟新的研究题材和领域。其一，我们要将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中加以考

察，重视世界性潮流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其二，需要关注跨国的思想、文化、制度、资本、商品、技术的输入如何重

塑近现代中国。其三，可以考察中国近现代史上跨国团体和跨国现象，显示跨国力量在中国的规模和活跃程度，并言及对“租界”这一

跨国现象开展研究的必要性。总之，跨国性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特征，跨国史和全球史视角的引入，可以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启

示。

接下来，王教授围绕中国国家道路的选择这一主题，集中分析了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如何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19世纪中期欧洲“文

明标准”东来之后，其意识形态和政体模式将中国从帝国塑造成现代民族国家，逐渐实现了中国的“文明化”。一战期间西方世界的分

裂，导致民国时期的中国陷入“不入于美，便入于俄”的彷徨处境。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学习苏联”模式一度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

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弃苏入美的道路，再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助力，经济实现腾飞。放眼未来，王教授展望了中国发展道路的

广阔前景。

最后，王教授畅谈了中国（近代）史与外国史相互借鉴的几条途径：知识树的延展与视野的拓展有助于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化；方法

论的借鉴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诸如性别史、新文化史、概念史等领域或可借鉴国外的分析视角；通过中外比较的视角可带来新的

历史认识；以来华传教士、二战历史为例，需努力挖掘“共有历史”。王教授强调，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相互借鉴，在跨国（全球）

视角的关照下不仅必要且可能。

夏明方老师对王教授的报告及其展示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视角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对该视角的关注和研究可以极大拓展中国近

代史研究的边界，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理解。在提问互动环节，同学们关于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延续性、中国例外论、

开展跨国史研究的实际困难、跨国视角与历史的因果关系、文化的公度性等问题向王教授请教，王教授分别予以详细解答。讲座在热烈

的气氛之中结束。

2020级中国近现代史博士李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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