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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与参与主办的学术会议 

“文革”前本所就积极参与筹办上海市史学会主办的各种学术讨论会。真正由本所独立主办的第一个学术讨论会是1985年5
月27日召开的“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也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

和美国、日本的来宾近百人与会，大会主席团成员包括上海社科院顾问陈修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仲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

谷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维明、华师大教授陈旭麓和本所的沈以行、任建树、唐振常、

傅道慧等人，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任建树任大会秘书长。讨论会历时5天，共收到论文58篇，通过大会交流与分组讨论，对五卅运

动中党的领导、上海总商会阶级属性及其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五卅运动发展阶段划分、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评价等作了比较

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大大地推进了五卅运动的研究。此后，本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国际性、全国性会议不断增多，讨论的议题和

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扩展。 

真正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会议是1988年7月4－7日，由全国14个学术单位联合发起，本所和上海市历史学会共同

主办的“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104人，就租界史研究的意义、租界的作用与影响、租界与城

市近代化、租界与市民生活、租界类型与特点、租界史研究方法与展望等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

为，研究租界史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于塑造现代化国民性格也有重要意义；租界对近代中国既有正面的

积极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需要辩证看待，因此租界对城市近代化有着双重影响；近代中国存在大小几十个租界，类型与特

点各不相同，但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分类与定性。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租界史研究无论是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景象，需要跨越对租界泛泛评价的阶段，加强租界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综合研究。 

我所作为学术主力军参加的第一次中国城市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应是1988年9月我院与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社会科

学研究理事会合办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而进一步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上海城市史研究方面奠定我所国际学

术地位的，是分别于1993年8月、1996年8月和1998年8月参与主办的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的会议由我院与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莱分校、康乃尔大学合办，我所参与筹办，中外学者百余人就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城市进步与社会文化变迁、

经济发展与城市进步、企业家素质与企业发展、影响城市发展各种因素等进行交流。1996年的会议是为庆祝本所与经济所成立

40周年与经济所合办，中外学者80余人就城市政治与管理、城市经济、都市文化与社会、都市空间、现代与传统等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1998年的会议是庆祝建院40周年，为检验“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课题组中间成果而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讨论，

近百位中外学者提交论文28篇，讨论了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中国企业发展史、香港与上海比较研究、上海城市研究等方

面的问题。 

通过上述三次会议的召开，本所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上海城市史研究的地位基本奠定。此后，本所开始独立举办或与国外学术

机构合作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9月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是本所独立与国外学

术单位合办的第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等地的专家学者60余人与会，16位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由

16位资深专家作了“一对一”的点评，研讨会论文涉及近代上海文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近代上海社会阶层及机构

团体、近代上海与江南等方面。2003年12月14－16日，本所主办的“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举行，中外学者百余

人出席，与会论文58篇，就上海的社会变迁、市民生活、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演进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04年9月，由

本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台湾中央大学等合办的“器物与记忆：近世江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试图通过“让

器物说话”，在回忆历史的过程中弥补历史、还原历史，就“思想、经验与记忆”、“江南的器物与文化”、“感官生活与文化

记忆”、“书写、家族与地方记忆”、“变迁、环境与文明刻划”等5个议题各抒己见。 

与此同时，传统中国学科也通过召开学术会议，扩大学术交流。在2005年召开“古代大陆欧亚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后，2006年7月，又主办了“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日本、法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澳

门及内地的6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论文40余篇，分三个分会场进行学术交流，分别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传统中国、从思想与文

化史的角度来探讨传统中国的不同侧面、从宗教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传统中国。通过本次会议，学者们围绕着传统中国研究的

对象、性质、范围、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达成了很多共识。 

主办学术会议一览表（1985－2006年） 

会议名称 举办类型 时间 出席人数 研讨主题 
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学术

讨论会 
主办 1985.5.27-31 国内外近百人 五卅运动综合研究 



 

 

<关闭>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建所

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主办 1986.12.10

上海各文化单

位数十人 
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租界史、现代

化比较等 
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

论会 
与上海历史学会合办 1988.7.4-7

全国各地学者

104人 
租界与城市近代化、租界类型与特

点、租界评价及租界史研究的意义等 
辛亥革命与近代国情学术讨

论会 
与上海历史学会合办 1991.9.21

国内学者60
余人 

辛亥革命的社会环境、民初的政党政

治、孙中山的文化观等 
城市进步、企业发展与中国

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参与，我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柏

克莱分校、康乃尔大学合办 1993.8.17-20
国内外学者百

余人 
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城市进

步与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等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国际学

术讨论会 
与我院经济所合办 1996.8.22-23

国内外学者

80余人 
近代中国城市政治与管理、城市社会

经济、都市与乡村等 
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国际学

术讨论会 
参与，我院主办 1998.9.21-22 国内外近百人 长江沿江城市、上海城市、企业史、

城市综合与比较等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

讨论会 
与我院文学所、哲学所等合办 1999.5.4  

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行回

顾，并展望了未来发展 
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六十周

年座谈会 
与上海民革、民盟市委等合办 2000.3.1.

上海各界代表

60余人 
蔡元培教育与文化思想、蔡元培与上

海等 
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国际学

术讨论会 
与社联、史学会等合办 2001.10.24-

26
海内外学者

73人 
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关系、东南社会

各阶层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等 

八一三事变照片展暨座谈会 主办 2002.8.13
上海各界30
余人 

展览珍贵照片百余张，并就照片在历

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等进行讨论 
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

讨会 
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合办 2002.9.4－6 中外学者60

余人 
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化与社会变迁 

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

讨论会 
与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合

办 
2003.12.14-
16

中外学者100
余人 

百年来上海社会变迁、市民生活、城

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演进等 
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器物与记忆：近世江南文化

学术研讨会 
与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等合办 2004.9.6－9 海内外学人近

30人 
思想、经验与记忆，江南的器物与文

化，书写、家族与地方记忆等 

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 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合办 2004.12.17－
19

国内学者70
余人 

东南地区近代化及其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表现等 
城市文化形象－首届沪澳学

术论坛 
参与，我院与澳门基金会合办 2004.10.22

沪澳学者30
余人 

城市形象与身份认同、城市文化遗传

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 
古代大陆欧亚与中国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 
主办 2005.6.24-26

国内外学者

60余人  

第四届国际亚洲学者大会        
传统中国研究上海地区学术

交流会 
与院图书馆合办 2005.10.29-

30
上海市30余
人 

传统中国研究的学术交流、资源共

享、文献挖掘与整理等 
东亚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与公

共空间国际学术讨论会 
与华师大历史系合办 2006.6.10-11

国内外学者

20余人 
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公共领域、公

共舆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 
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

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与院图书馆等合办 2006.21-23

国内外学者

60余人 
文献学、思想文化史、宗教与社会史

角度研讨传统中国的各个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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