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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作 者： 金克岩     发布时间： 2004-3-1 11:58:48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2

年8月21日在北京九华山庄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韩国、俄罗斯、波兰、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等国的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给讨论会发来贺信，他在贺信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以他本人的名义，对“中华民国

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贺信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

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为近代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中华民国的成立，未能改变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

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从1912年到1949年的中华民

国时期，虽然仅38年，但它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民国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环

节。自1972年近代史研究所首先开展民国史研究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这是可喜可贺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任

何一个国家、民族，不研究自己的历史，不正确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就不能够成功走向未来。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近

现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华民国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认清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极有意

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分重视民国史的研究，并愿与各方面加强合作。海峡两岸的学者、海内外的学者应携起手来，共同研究探讨这一段

中国近代史。大家可以在这一话题下，切磋学术，共谋中华民族复兴大计。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朱锦昌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李铁映院长，对来自海内外的与会代表及各位嘉宾表示热烈

的欢迎，并希望代表们畅所欲言，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前进，使讨论会取得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鹏致开幕词，他首先介绍了30年来近代史所开展民国史研究的情况，

在近代史所的带动下，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已成显学，也成为世界性的学问。他特别强调了研究民国史，对于我们明确一个中国架构

下的近代历史状况，对于我们判断中国历史的走向和未来，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学术意义。我们研究民国历史，要认真总结历史经

验，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现实服务，为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服务。 

澳门中西创新学院校监苏树辉、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野泽丰、香港大学教授赵令扬、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金冲及在

会上发言，对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与期待。 

讨论会共收到论文92篇，内容几乎涵盖了民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总起来看，主要表现为下列特点：（1）民国历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

史与外交史仍然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2）民国历史研究涉足的领域，较前有较大拓展，日渐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良好态势。（3）个

案研究不仅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取得了较大成绩。而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有着重要意义。（4）众多

研究虽以个案为出发点，但并不仅仅停留在叙述历史的层面，而是注重以小见大，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讨论，得出有更广大意义的论断，

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5）随着民国历史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利用新的历史资料研究民国历史，已为研究者所

注意。根据论文内容，会议安排大会报告1次，分组报告和讨论29场。在为期三天讨论中，大家围绕上述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

会者普遍反映，这次讨论会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讨论会的成功举办，也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前景是非常乐

观的，并将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门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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