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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典，山东滕州人，1956年1月生，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是国内首批史

学理论专业毕业生，留校任教。1988年晋升为讲师，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200

2—2006年组建并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2012年出任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执行副院长。 

    学术兼职有：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至今）、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

“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史学月刊》编委、《社会科学论坛》编委、《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委、中国海洋大学客

座教授等。同时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现已出版《历史

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

的弟子们》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并主编有《史学引论》、《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一书，编选有翦伯赞文集

《历史理念》、黎澍文集《历史文化》等。其中，《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界赢得较高声誉，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

主潮》一书则被普遍认为是近5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为海内外同行所瞩目。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社会科

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刊发论文90余篇，在学

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 

    曾承担的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翦伯赞史学思想研究”；教育部

人文社科项目：“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研究”；台湾中流基金项目：“通向大师之路——对20世纪前半期国学名

家的社会学考察”；山东大学杰出基金项目：“乾嘉范式与年鉴范式——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派的的对抗与融合（1919—194

9）”；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项目:“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项目：“山东文献集成”；山东省社会科学重

大专项：“中国史论通史研究”（40万）。 

    目前为研究生开设史学理论、当代史学理论前沿、马克思历史理论专题、中外史学经典名著研究、中国现代史学思想史专题、

“五四”以来主要史学流派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名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论等课程。 

    联系方式：xdwang@sdu.edu.cn 

 

附：主要论著及相关资料索引 

一、著作 

1．《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33.7万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月出版，1995年 8月重印； 

《读书》杂志1994年9期刊登何祚榕的长篇书评文章； 

《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刊登丁守和的长篇书评文章，此篇书评《新华文摘》1995年9期作为要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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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1994年4期刊登孟祥才的书评文章； 

《历史学年鉴·1995》专门介绍、评价此书； 

《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本书出版消息。 

2．《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33.1万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1998年6月重印,2000年第二版第三次重印； 

《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2期刊登长篇书评； 

《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在正文中三处介绍评价此书；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载文认为此书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极为精湛”； 

中山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将此书列为论述20世纪学术史的五本必读书之一；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在封二介绍此书； 

《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新书集锦”栏目介绍此书； 

《历史学年鉴·1997》专门介绍、评价此书； 

众多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 

3．《史学概论教学大纲》（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主要撰稿人之一）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4．《〈隋书〉选译》（20万字） 

      济南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5．《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31.4万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6．《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5.4万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2000年9月重印。 

     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增订本； 

《全国新书目》杂志2000年10期在“特别推荐”栏目中推荐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16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 

《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0月1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 

《书摘》杂志2000年12期对此书作了长篇摘录； 

《作家文摘》杂志2001年1月19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 

《文汇报》2001年4月2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 



《文摘报》2001年4月6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 

《两本关于顾颉刚的新书》，《书品》2001年第3期对此书作了评介； 

《好书告诉你》（罗志田），《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向读者推荐此书； 

《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2期刊发长篇书评；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长篇书评。 

7．《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32万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此篇书评又被人民网、学术批评网等各大学术网站转载； 

《中国学术》2003年3期发表专门评论文章。 

8.《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30万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9．《史学引论》（主编，41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全国20多家大学历史系采用为史学理论课教材。 

1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论文 

1. Jian Bozan’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a’Histor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June 1991. 

2.  Historiography Trends in New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1996. 

3.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utumn 2004.

4．《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2期； 

      《新华文摘》1994年6期全文转载； 

      《历史学》1994年6期转载； 

      《历史学年鉴·1995》摘要评价； 

      《文摘报》1994年4月10日摘要报道。 

5．《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 

      《历史研究》1990年3期。 



      《中国现代史》1990年7期转载。 

6.《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历史研究》2004年1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专号）； 

《新华文摘》2004年8期主体转载； 

《历史研究》2004年4期发表《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的文章，回应此文；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节要转载此文。 

7．《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文史哲》1988年1期 

      《人民日报》1988年2月22日摘要介绍；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摘要介绍； 

      《解放军报》1988年3月18日摘要介绍； 

      《文汇报》1988年3月6日摘要介绍； 

      《文摘报》1988年2月11日摘要介绍；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3期摘要介绍； 

      《历史学》1988年3期转载； 

      《文史哲》1988年 3期发表黎澍的回应文章；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著）一书收录此文。 

《世纪回望》（20世纪重要论文选编，张岱年主编）一书收录此文。 

8.《阶级观点再认识》 

《史学理论》1988年2期。 

《文摘报》1998年8月3日摘要介绍；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10期摘要介绍；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摘要介绍； 

     《新华文摘》1988年10期作为要文转载； 

     《历史学》1988年8期转载； 

     《史学理论》1988年4期发表学者沈立邦的回应文章； 

     《东岳论丛》1990年1期发表学者孟庆仁的回应文章； 

     《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认为此文的基本论点“是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9．《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 



      《文史哲》1997年6期； 

      《新华文摘》1998年3期作为要文转载。 

10．《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 

      《北京大学学报·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特刊》1998年2期。 

11.《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 

      《文史哲》1991年3期； 

      《历史学》1991年9期转载。 

12．《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 

      《文史哲》1993年6期； 

      《历史学》1994年3期转载。 

13．《关于建立“史学社会学”的初步设想》 

      《文史哲》1995年3期； 

      《新华文摘》1995年9期摘要刊载。 

14．《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 

      《文史哲》》1996年6期。 

15．《德才学识兼具的一代良史翦伯赞》 

      《文史哲》1997年1期。 

16．《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 

      《文史哲》1986年6期。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 

17.《“历史”与“科学”》 

     《文史哲》2000年3期； 

     《新华文摘》2000年9期全文转载。 

18.《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文史哲》2002年2期。 

19.《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邓京力采访） 

     《文史哲》2001年3期。 

20.《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 

    《文史哲》2004年4期。 



21.《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 

    《文史哲》2004年6期。 

22.《放逐“现实” 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 

    《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 

    《新华文摘》2004年21期作为要文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5期转载。 

23.《〈“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再检讨（笔谈）〉编者按》 

    《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 

    《新华文摘》2004年21期转载。 

24.《“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史学月刊》2003年11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1期转载；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一书收录此文。 

25．《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 

    《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 

26．《翦伯赞与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 

      《史学理论》1987年2期。 

      《史学情报》l988年1期摘要介绍； 

      《历史学》1987年5期转载。 

27．《史学，危机何在》 

      《史学理论》1988年3期。 

28．《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 

      《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 

      《历史学》1993年2期转载。 

29．《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部“掘井”之作》 

      《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2期。 

30．《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 

      《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 

      《史学新书评•1999年》一书收录此文； 

      《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2期）重点评析了此文。 



31．《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的应有选择》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2期 

32.《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 

     《史学月刊》1999年1期。 

33．《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向纵深发展》（合作） 

      《回顾与展望》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34．《新时期十年史学思潮演变》 

     （香港）《法言》1989年3期。 

35．《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 

     《读书》1995年5期。 

     《流年岁影》（张中行著）一书充分肯定此文的学术价值；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收录此文； 

     《重读大师》一书收录此文。 

       何兆武在《读书》1995年10期著《若干回忆》回应此文。 

36．《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 

    《读书》1998年12期； 

     美国《华夏文摘》（“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全文转载； 

    《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一书收录此文。 

37．《斯大林地理环境观评析》 

      《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4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3期转载。 

38．《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 

      《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3期。 

      《历史学》1999年11期转载。 

39．《征服与同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 

      《东岳论丛》1989年1期； 

      《文摘报》1989年2月25日摘要介绍； 

      《历史学》1990年3期转载。 

40．《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东岳论丛》1992年4期； 

      《历史学》1992年11期转载。 

41．《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论略》 

      《东岳论丛》1995年1期； 

      《新华文摘》1995年5期摘要刊载； 

      《历史学》1995年3期转载。 

42.《〈中国历史学反思专栏〉编者按》 

      《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 

43．《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反思》 

      《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 

      《光明日报》1988年8月报道。 

44．《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 

      《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 

45．《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合作） 

      《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 

      《历史学》1989年3期转载。 

46．《〈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再认识专栏〉编者按》 

      《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3期。 

47．《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论述的理论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 

48．《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合作） 

      《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1期； 

      《历史学》1992年3期转载。 

49．《史学的新世纪：走学科整合之路》 

      《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1期。 

50．《论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社会作用的理论》 

      《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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