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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15 9:45:40发布)  阅读279次 

    关于《经济-社会史评论》刊物的说明  

一、 刊物说明 

  本刊物是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为资源，以关照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为着
眼点，面向非历史专业的专业人士的可读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读物。 

  刊物的目的，在于充当历史学界与社会各类专业人群沟通的桥梁，顺应大众对历史知
识普遍的阅读兴趣，向社会传达正确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为理解当代和未来中国社会
以至整个人类社会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活问题提供借鉴和启迪，以实现历史学的社
会价值。同时，刊物以史学界的学术资源和智力资源为入世媒介，通过对学术研究的通俗
化解说，使史学能够真正走向社会，学者能够为大众而写作，改变目前历史学研究只在少
数学者圈子内循环的现状，通过参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增强历史学界在文化领域
的话语影响力。 

  本刊以西方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学科的学术视野为基本内容框

架，倡导西方经济-社会史的中国本土化实践，并适度借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法
学、生态学等人文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范畴，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出发检讨历
史，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中、西转型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民众生活形态、观念迁移
等问题进行有根有据的通俗化阐释，在为当代社会生活提供指导和借鉴的同时，也有助于
历史学自身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拓展。 

  学术性是本刊物的内在品性定位，社会化和大众化则是内容定位。本刊在保持严谨学
术态度的同时，又注重趣味性和可读性，贴近社会与生活，以适合非历史专业的知识人士
读者，包括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公务员、学生、教师、军人、白领和企业家等的阅读需
要。向他们传递可靠的历史知识，探讨社会发展问题，启迪智慧与思想，丰富精神生活。
通过这一方式，同时也使刊物本身成为学术知识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品牌性产品。 

  本刊采用专栏式结构，以学术性、可读性、大众性相结合的文章为主，同时有部分外
刊（书）译摘和历史著作阅读导引或评论性文章。并注意文字与图片结合，以增强阅读效
果。暂定半年一期，中、英文同时出版，由三联书店向国内外发行。 

二、文字要求 

  本刊文字请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本刊目的是将史学知识变为非历史专业的专业人士的读物，既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
意义，也具有公共文化产品的特征。文章选题应立足于作者个人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兴趣，
同时考虑现实社会背景和读者心理需求，在保证文章学术品位的同时，能够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尤其提倡对个人既有学术成果进行通俗化转述，如此，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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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者熟练驾驭课题，同时也有助于树立知识的权威性，使本刊能为读者所认同和尊重。 

  2．文章应以打造学术精品的态度来传达真实准确的历史知识，每篇文章、每条知识和
信息的介绍都要做到理性客观，有根有据，扎实可靠，既不拘泥旧说，也不刻意求异，有
悖常识。既提倡对某一历史过程或社会现象进行宏观的长时段的观察和描述，揭示社会与
历史表象下潜在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也提倡从细微处入手，通过对细节的挖掘和再
现，呈现已被当代人忽略和遗忘的社会人文图景，破解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微妙关联，以
启发读者对既有知识和概念（历史认识的或公共的）进行反思，通过阅读本刊文章而有所
收获。但文章一般不直接将历史与现实对位，而保持其历史感，留出足够的空间，让读者
自己去联想和判断。 

  3．在表述方式上，既应与一般学术论文的专业表达方式相区别，也应不同于目前文化
娱乐界对历史的文学式解说，以专业的眼光和修养进行通俗化的描述和论说，达到能为知
识人群所接受的程度，是本刊文章的原则性要求。文章形式不拘一格，行文以通俗晓畅、
活泼生动、轻松简洁为基调，寓思想性于可读性和趣味性之中，注意避免概念化的空泛论
说和生硬结论。具有较强专业性的概念与术语在文中出现时应作清晰界定和解释。史料使
用方式应灵活，避免堆砌，尤其是中文典籍材料，能转述的尽量以转述形式处理，个别必
须加注说明的，一律注于文章结尾。国外人名、地名应附外文原名，不习见的特有或专有
名词应做简明解释，中国古地名应附注今名，其他如数字、年代等的写法，与一般学术刊
物一致。  

  4．为适应目前图书市场需求，并体现本刊的定位特点，希望作者尽量提供一定数量的

图片资料（文字与图片的比例约为2千字配1幅图）或相应的图片资料线索，图片材料应与
文章内容相配合，最好附有相关文字说明，如图片出处，制作者，制作时间，制作背景，
内容说明等，尤其欢迎提供能够深化论说主题的图片材料。 

5．文章篇幅大小以讲清楚、说透彻为原则，作者可自行酌定，但一般应控制在4-8千字范

围内，最多不超过1万字为宜。 

6．在不改变作者基本观点和文章结构的前提下，本刊有对文字进行修改或建议作者自行修
改的权利。 

三、本刊联系方式 

编辑部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154号 邮政编码：300073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 

邮箱地址：eshistory@e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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