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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空间的拓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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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筹备期间就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主办或参与各类学术会议、出席国内外各种学术

讨论会、接待国内外学者、学术报告制度等，逐步形成国际学术交流、国内学术交流、市内学术交流、所内学术交流等多层次、

全方位的交流系统。 

概况 

“文革”以前，本所的学术交流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积极参与或主持市内各种学术会议。上海市历史学会是“文革”前

上海历史学界重要的活动载体，本所积极参与其学术交流活动。1956年12月30日上海史学会举行学术讨论会，讨论束世澂《中

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形态初论》，周予同、杨宽等在会上发言。翌年3月10日周予同主持上海史学会年会。1958年5月4日，上

海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座谈会”，徐崙、周予同等在大会发言。1960年5月28日，上海史学会举办

“纪念五卅运动三十五周年报告会”，徐崙就五卅运动的意义作了发言。 

二是出席国内学术讨论会。1960年10月，汪绍麟参加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义和团六十周年纪念会”。1961年10月中旬，

徐崙赴武汉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62年2月19日，徐崙、方诗铭赴厦门，参加“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

念会”；同年11月10日，周予同参加在山东举行的“孔子学术讨论会”。1963年12月，周予同、汤志钧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纪

念顾炎武学术讨论会”。1964年3月20日，曾演新、顾歧山赴北京参加“近代史学术讨论会”。 

“文革”以后，学术交流空间大为扩展，交流活动更为频繁。1978－1984年，参加国内学术交流150人次左右，接待来访

外宾100批，还有研究人员到日本、香港、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与讲学。1985年，与全国200多个研究单位、大

专院校和学会建立学术联系，主办全国性的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全所性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报告会，

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31人次，接待访问学者23批50人次。 

1986年，创刊了历史学专业刊物《史林》，举办了建所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包括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世界主要国家近现

代化比较研究和上海租界史研究三个分会。47人次参加全国32个学术会议，接待来访外宾14批19人次，1人赴澳大利亚讲学。 

1987年，创办了学术沙龙，当年举行5次，应邀参加国际性学术讨论会18人次，赴港讲学2人，接待国外学术交流和研究学

者9个国家17批28人次。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的要求，接待了日本反对战争为了和平展览会代表团；为日本《邬其

山》杂志组织并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座谈会。 

1988年，主办或参与筹备“上海租界史学讨论会”、“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

论会”、“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等4个大型学术讨论会，在《历史研究》、《文汇报》、《史林》和《社会科学报》等报

刊发表了长篇综述和学术信息，不仅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好评，而且扩大了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影响。举办了4次学术沙龙，90多
人次参加全国的学术讨论会。接待外宾30批，出国和赴香港学术交流也很活跃。1989年全所共召开了11次全所、全市性的学术

讨论会或学术交流会，全所27人次到国内15个城市与地区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6人次参加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接待

外宾18批。还同苏联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单位建立了资料与学术情报的联系。 

1990年，参加国内会议23人次，并有3人次赴江西、湖南、苏州等地进行学术考察。5人次赴英国、美国、日本、香港等地

参加学术讨论会、讲学或作学术访问。接待外宾19人次，协助查阅资料，举行学术交流等。除举行全市性的学术讨论会外，还开

展以研究室为单位的小型学术活动共23次。1991年，主办或参与主办各类学术讨论会20余次，33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9人
出访，接待外宾15人次。1992年，举行学术活动10余次，有出访归来学术汇报，有专题学术报告，有研究心得汇报，也有外来

专家报告。全年18人出席全国学术学会，9人出访，接待外宾19人次。1993年，举办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9次，5人出访，接

待外宾5批。1994年，主办或参与主办规模较大学术会议10余次，所内每月两次学术讨论会成为定制，5人出访，接待外宾10
批。1995年，接受5名外国进修生，5人出访，接待外宾10余批。1996年接待外宾8批，7人出访，与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

所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1997和1998年，举办多次学术讨论会，特别是1998年参与院主办“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国际学术

讨论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更趋频繁。1999年，举办了“纪念上海解放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历史研究所

的主页，举办不定期的咖啡沙龙，接待国外和港台学者8批10多人，12人到国外或港台参加学术活动。 

2000年，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多次，多人出访，接待来访也不少。2001年，举办了“瞿秋白与上海”的研讨会，在《史

林》组织了辛亥革命和太平天国笔谈，参与了由社联举办的“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学术讨论会。接待国外和港台学者10批20多



人，18人次到国外或港台参加学术活动和进修，开创我所在读研究生到外国进修的先例。2002年，接待国外和港台学者10批30
多人，13人次到国外或港台参加学术活动和进修，还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成功地举办了“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3－2004年，举办了几次比较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主办“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器物与记忆：近世江

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参与主办“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等。2005年建立学术报告制度，邀请国内

外知名学者到所里演讲和座谈，接待外宾和出访也很不少，初步形成了海外学术交流网络。 

本所学术交流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十分频繁与活跃，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制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于1986年创办专业性史学刊物《史林》，渐渐发展成为史学界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第二，举办国际性、全国性与全市性各

层次的学术讨论会形成制度。第三，国际、国内学术交流范围不断扩展，而且有从国内向国际转换的趋势。第四，所内学术交流

也实现了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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