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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咨询 

利用专业历史知识为社会提供专业性服务，包括承接社会课题、与媒体合作参与策划重大文化活动，为广播、电视、电影的

节目制作提供咨询，到工厂企业和学校讲课等。 

承接社会课题方面，主要是发挥本所在上海城市史研究方面的专业特长，为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提供专业咨询服务。2003
年，在上海城市精神的全市大讨论中，我所承担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城市精神研究”。研究成果对于上海城市精神，对于上海

人特质进行全面、历史、客观分析，述其现状，析其流变，激扬其长，挞伐其短，取材显示，着眼未来，概括出当代上海城市精

神。课题组提交了研究报告供市委领导参考，并编写出版了《海纳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一书。 

2004年，为配合上海国际城市雕塑双年展，上海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本所开展“上海历史文脉与城市雕塑”研究。课

题组研究认为，上海历史文脉从时间上可以分为古代、近代与当代三个阶段。城市雕塑在表达古代与当代上海方面，不存在意识

形态障碍或艺术难题，问题主要集中在近代。因此，从上海城市雕塑必须与上海历史人文紧密结合，即突出专项、规避争议、尊

重历史、体现文脉等原则出发，提出城市雕塑方案包括辟设租界雕塑公园、上海外侨雕塑公园、企业家雕塑公园、留学生雕塑公

园等。 

2004年12月，杨浦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托本所开展《“十一五”期间实现“历史延续、文化弘扬”的思路研究》工作，

课题组按期完成研究报告。报告在总结杨浦区“百年工业、百年市政、百年教育、百年民居”共同构成了杨浦历史文化遗产的特

点后，提出“十一五”期间，杨浦区要延续历史文脉，弘扬文化传统，必须体现杨浦与全市的结合，局部与整体的结合，校区与

园区、社区的结合，开发与保护的结合的总体思路。并结合杨浦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与分布状况，提出改造滨江岸线、重建“大

江湾”、保留“棚户区”和“二万户”、大学园区一体化、历史文化资源标示化的对策。并以专报先形式向有关部门提交《关于

设立“大上海计划”优秀建筑群保护协调机构的建议》，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现在，“大上海计划”优秀建筑群已被列为

上海优势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2005年，为反映上海徐汇区老房子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建筑风格，延续历史，弘扬历史，为宣传和保护徐汇区的历史文化服

务，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局委托本所负责列入《梧桐树后的老房子》画册续集100幢老房子人文价值（包括原房主及其房产变迁

的情况，发生在老房子的历史故事等）的诠释、解说和编撰工作，并提供图片使用的基本思路。课题组通过查阅大量房地产档案

与其他原始资料，圆满完成了合作协议，大型画册续集已定稿，交付出版。 

与新闻媒体合作参与策划重大文化活动，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纪念活动。2003年是上海开埠160周年，本所与《东方早报》合

作策划《160年：上海青春的秘密和成长（1843－2003）》，通过“动力上海”、“人文上海”、“细节上海”、“创意上

海”等几个方面，全面展现了160年来上海成长的历程，并将上海精神清晰而简洁地着落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八个字上。

这本总共160页的纪念特刊出版后，深受各界的好评。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所又参与策划《新民晚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特刊•铭记历史才能走向未来”。

该特刊从5月28日刊出，9月3日结束，抢救了不少珍贵的口述史料，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抗战史实，全面而公正地反映了日本

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与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伟大壮举。例如6月4日的《绝密档案揭开上海集中营旧史》首次披露了日军在上海设

立的9处“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的情况；7月7日的“七七专辑”从中国军民伤亡人数、经济损失、文化破坏等方面全面揭露

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最全面报道了中国军民在抗战期间是蒙受的巨大损失与伤害。 

为广播、电视、电影的节目制作提供咨询，到工厂企业和学校讲课等，更是本所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的“日常功课”。1978－
1984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同仁曾分赴本市高校、工厂、企业20多个单位讲授“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如1984年
10月缪振鹏应邀，在上海旅游专科学校作“明清时期的上海”讲座，并将部分讲稿整理成若干篇论文。同年12月，市工会在市工

人文化宫举的“五卅”运动报告会，沈以行向部分工会干部作了长篇演讲。对《张衡》、《华陀与曹操》、《革命军中马前

卒》、《秋瑾》、《七月流火》、《遵义》等影片，本所从资料提供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提供帮助。1988年9月，罗义俊参加在上

海举办的“《三国演义》电影创作学术研讨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所科研人员经常参与电视台相关节目的制作、接受报刊

杂志的采访，为社会贡献专业历史知识。如过去东方电视台的“星期五档案”和如今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经常会有本所科研

人员的专业讲解，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一些地方电视台如广东电视台相关节目中也有本所科研人员出现。 



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 

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同

时使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更能贴近现实，为现实服务，本所还专门主办了“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这样的历史学普及活动。 

论坛与上海羚羊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合作主办，2004年7月30－31日在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旨在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历史

文化底蕴，扩大视野，开拓思路，提高素质。论坛邀请国内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王家范、茅海建、熊月之、姜义华等作演讲。

两天里，专家们谈古论今，涉及的问题有宏观方面如现代化的价值趋向，有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明清经济史的发展与不发

展，有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如戊戌变法运动，也有地方历史如上海历史文化特点及其发展等。下表是与会专家及其演讲主题。 

出席论坛的听众以公务员为主，包括区政府、上海市委党校及各区委党校、区委宣传部、档案馆、文物管理系统、大中专学

校、新闻出版系统及少年管教所、街道、村委会等30多个单位的干部和真如寺主持、少数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共200余人。两

天下来，听众纷纷表示，专家们的演讲使他们深受启发，聆听到了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声音。 

 

<关闭> 

演讲人 主题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教授 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基本问题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 

茅海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激进变革与和平变革的选择：戊戌政变及其意义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历史文化特点及其展望 

姜义华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现代化价值归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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