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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列表/教师信息内容

姓名： 刘长林  教授

系别： 历史系

导师：

研究方向：  

成果、项目与获奖

***近期成果***

1919～1928年爱国运动   2010

媒体建构：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   2010

仪式表演与权力博弈--以北洋   2009

易白沙之死的社会意义建构   2009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   2009

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展望国   2008

解决中国问题的“道德本位”思   2008

陈独秀早期国防观探析   2008

林德扬自杀的意义   2008

关于运动激愤自杀社会意义赋予   2008

***近期项目***

运动激愤式自杀行动社会意义的   2007

自由的限度与解放的底线--《   2006

   2000

***近期获奖***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   2006

上海市优秀社会科学学会工作者   2006

    刘长林，男，法学博士（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 

    学术兼职：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上海市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秘书长、陈独秀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获奖：安徽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1992）、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研究会科研成果优秀奖（1994）、上海

市历史学会第三届学会奖（2002）、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2006）等。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 

    讲授课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儒学、中国近

现代社会思想史文献研读等。 

    研究课题：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现代转换与当代走向研究”（2000年结项）； 

    2、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转型与人生哲学重建——五四新青年派与东方派人生观比较研

究”（2005年结项）； 

    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改造思想”（2005年）； 

    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自由的限度与解放的底线--《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妇女解放思想

研究”（2006年）； 

    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课题“运动激愤式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

事件为例”（2007年）。 

    主要著作： 

    1、《生命与人生——儒学与梁漱溟的人生哲学》，开明出版社2000年版； 

    2、《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陈独秀、胡适、梁漱溟人生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中华文化读本》（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主要论文（发表论文60多篇）： 

    （1） 刘长林，略谈西汉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

期 ，第97-102页，《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年第6期，《中国历史学年鉴（1985）》第20页有介绍。 

    （2） 刘长林，试评梁漱溟对东西人生态度的理解，《学术界》1991年第4期，第34-40页，《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伦理学》1991年第10期，第74-80页 

    （3） 刘长林，也谈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学术界》1994年第1期，第50-55页 

    （4） 刘长林，“五•四”思想家关于人的解放道路的思考《安徽史学》1994第2期， 第50-53页  

    （5） 刘长林，试论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人生哲学的现代阐释和转换，《人文杂志》1994年4期，第33-41页，《中

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10期 

    （6） 刘长林，试论陈独秀评判孔子之道的历史作用――兼与林毓生“陈独秀全盘反孔说”商榷，《孔子研究》

1995年第2期，第103-110、121页 

    （7） 刘长林，陈独秀人性观述评，《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第66-68页 

    （8） 刘长林，析胡适对传统人性学说的现代阐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0-18

页，《高等学校学报文摘》1998年第3期摘要介绍 

    （9） 刘长林，试析梁漱溟对中国传统人生态度的阐说，《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第84-91页 

    （10） 刘长林，梁漱溟生命化的人性本善论述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6-42页 

    （11） 刘长林，论《新民说》对近现代人格的初步构建，《学术界》1998第4期，第32-37页 

    （12） 刘长林，论陈独秀对新青年人生观的构建，《陈独秀研究》第1辑，第270-290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99-2000）》第60页，陈独秀研究栏目有介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3） 刘长林，科玄论战：重建人生哲学的理论冲突，《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0期，第44-46页 

    （14） 刘长林，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27-33页 

    （15） 刘长林，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现代重建的由来和契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

23-29页 

    （16） 刘长林，梁漱溟对儒家圣贤人格说的现代重构，《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第86-96页，《中国哲学年鉴



2002》第60页、《中国儒学年鉴2002》第81页介绍 

    （17） 刘长林，论胡适对现代自由人格的建构，《胡适研究》第3辑，第291-31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8） 刘长林，论胡适对中国宗教信仰及现代走向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0-121页 

    （19） 刘长林、钱锦晶，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16辑，2002年12月，韩

国）；《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59-68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5期，第156页 

    （20） 刘长林，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4-20

页 

    （21） 刘长林、李云飞，试析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思想，《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第113-118页 

    （22） 刘长林，儒学人生哲学的意蕴及现代价值——梁漱溟的阐释及其启示，《与孔子对话——新世纪全球文明中

的儒学》，学林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73-189页 

    （23） 刘长林，以道德代宗教与伦理本位社会的和谐——梁漱溟论中国文化要义的解读，《儒家文化与和谐社

会》，学林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294-317页 

    （24） 刘长林、高晓峰，新青年派对国民新价值观的言说 ，《上海市革命史资料与研究》（5），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5年12月版，第120-138页 

    （25） 刘长林，运动激愤式自杀行动社会意义的赋予——以五四运动中的自杀事件为例，《社会进步与人文素养：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06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

47-64页，获年会优秀论文奖 

    （26） 刘长林，五四后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状况述评，《现代上海研究论丛》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2月

版，第210-234页 

    （27） 刘长林，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精神危机的救治，《与孔子对话——论儒学的现代生命力》，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12月版，第137-161页 

    （28） 刘长林、班彦美，解决中国问题的“道德本位”思想倾向——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杜亚泉道德观之比较，《理

论学刊》2008年1期，第109-114页 

    （29） 刘长林，储天虎，陈独秀早期国防观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1期，第153-163页 

    （30） 刘长林，关于运动激愤式自杀社会意义赋予的探讨——以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为例，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99-106页 

    （31） 刘长林，林德杨自杀的意义，《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74-578页 

---------------------------------------------------------------------------------------  

    Liu Chang lin, male, Ph．D． Professor of history, dean of teaching - research section in 

china modern history in Shanghai university, director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history of CPC’ contries(modern Chinese history), deputy director of special 

interest committee of study on Chen Duxiu, gained recognition award in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ference, honorary award of excellent results in second 

social science conference in Anhui province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 award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He focuse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nd China modern historical Figures 

studies. He teaches causes of China modern hist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hina 

Modern Historical Figures studies,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ina 

Modern Confucianism.

    He completed national fund project for the modern transit of China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life and its contemporary trend research ,social scientific funds project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committee for social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comparative 

studies on philosophy of life of May 4thYouths and Orient Culture school. social scientific funds 

project of teaching - research section of CPC’ history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named Early 

Marxists thought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tific funds project of Shanghai 

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dignant Suicide—— the suicides during 

the 1919-1928 social movements.

     He wrote books named anima and life——Confucianism and Liang shu-ming‘s philosophy of life 

(Kaiming Press,2000), re-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in china——the study o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of Chen Duxiu ,Liang shu-ming and Hu Sh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1)．He co-wrote several books ，such as chinese culture readings (sha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2004) and so on． 

    He published more than sixty pieces of papers ,among which more than ten pieces of papers was 

copied and introduced by Newspaper and Magazine copy resource of Ren 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in China、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urnals abstract、Chinese 

Historiography Almanac and Chinese Philosophical Almanac. Professor Liu was regarded as one of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studying on Liang shu-ming by Liang shu-ming column of Chinese learnings 

networ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