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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史研究入选2023年度中国十大人文学术热点

【发布日期：2023-12-29 | 点击数：350 】

2023年岁末，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揭晓，包括“习近平

文化思想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等十项学术热点入选。“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多维度研究”作为“热点四”入选。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大工程，被列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的直接领导下，这项国家文化工程委托中央民族大学组织实施，在学校设立了“三交”史编纂办公室，成立了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中心”，挂靠历史文化学院开展工作。三年来，国家民委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全国相关领域的数百专家

集体优势，这项工作在顺利进行，历史文化学院参与和组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三交”史纲要、“三交”史核心卷、“三

交”史料汇编、“三交”史大数据平台建设等，均在顺利推进。顺应时代的发展，“三交”史研究也因此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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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已连续开展二十余年。

归纳、总结和梳理年度学术热点，既是对一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系统回顾，也是对现实焦点问题、深层理论问题的关注和聚焦，有

助于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智力支持。202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经过学

界推荐、文献调研、专家研讨评议等程序，最终公布。

评委会对“热点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多维度研究”的入选理由如下：

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揭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演进规律，有助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供坚实有力的学理支撑。2023年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从多个层面得到拓展深化。1.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完善。提出研究中华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科学揭示各民族交融汇

聚成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2.研究维度不断拓展。从文明探源、民族考古、公众考古、边疆史、民族史等多角度，利用边疆、民族地区丰富

的考古发现和民族文献史料，客观呈现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基本史实。3.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细致探讨不同历史时

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演进过程，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规律、脉络与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受邀担任点评专家，他也是中央民族大学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三交”史编

纂专家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他认为：

2023年度，有关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备受学术理论界关注，并呈现出几个鲜明特点。1.学科交叉属性强。除历史学者外，马

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都有广泛参与。2.研究内容兼具宽度和深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运用扎实的理论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手段，深入挖掘、整理和探究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3.创新性突出。突破了侧重于单一民族个性、差异性的研究范式，真实呈现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共同性和整体性特征。面向未来，应在强

化多维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引向深入。一方

面，加强多语种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在多学科联合攻关上继续下功夫。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研究的对象和区域，既关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

交往交流交融史，也加强对少数民族之间及其内部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既关注传统边疆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也深化中部及东南沿

海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

（历史文化学院“三交”史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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