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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研究的新篇章： 

——“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在重庆西南大学隆重举行 

 

山城六月，骄阳似火。2013年6月20-24日，由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办，重庆市历史学会、重庆市地方

史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协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承办的“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究会

首届年会，在西南大学如期举行，来自国内60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20余位中青年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盛会。 

21日上午，西南大学桂园宾馆金桂大厅洋溢着浓郁的欢乐气氛，大会开幕式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所所长何一民

教授和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周勇教授主持，西南大学副校长靳玉乐，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毛洪勋，重庆市历史学会会长、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黎小龙，中国历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王建朗，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熊月之等先后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举行主题报告，熊月之研究员、何一民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吴庆洲教授、美国罗文化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台湾中央研

究院刘石吉研究员、周勇教授等专家学者分别以“城乡关系史看城镇化愿景”、第一次“城市革命”与社会大分工、“中国龟城营建理念探讨”、“城市发展与

现代史学潮流”、“城廓市廛：传统中国城市的机能特征略述”、“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等为主题，向大会作了报告。主题报告内容丰富精彩、

角度新颖独特，在与会学者当中引起广泛好评。 

此次会议，专家学者一共提交了95篇论文，内容涉及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区域城市群体等多个方面问题。根据参会论文内容的具体情况，大会分设“交通

与城市”、“城市管理”、“城市形态”、“近代城市经济”、“城市建设”、“城市空间”、“城市社会生活”、“城市建设与发展动力”、“城市空间与水

系”、“城市人口与人口治理”、“城市政治”、“城市与区域”、“单体城市与城市比较”、“城市与城市的变迁”、“城乡经济”等15个讨论主题，进行了

15场小组讨论。有简明的报告、有精彩的点评，也有热烈的讨论。 

    22日下午，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城市研究所张利民教授和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潘洵教授主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晓范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王敏研究员、江汉大学邓正兵教授分别代表三个分组会场，就本组的

讨论情况向大会作了简要总结汇报；何一民教授从大会主题、会议规模、与会学者年龄构成、论文选题等方面对此次会议的整体情况作了详细的总结，并通报了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决议事项。 

    23日，大会安排与会学者到重庆市内各抗战遗址进行学术考察。 

    以文会友，共襄盛举。经过半年的精心准备、多家单位的鼎力协作以及与会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

究会首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既标志着中国城市史研究新交流平台的搭建完成，也开启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崭新篇章。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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