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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暨首都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
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郭飞 通讯员殷志强）11月1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首都师范大学东

亚历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东亚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暨东亚历史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京召开。研讨会由首都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姚百慧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董增刚、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

长金以林等分别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事科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

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近70位专家学者参会。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致辞 主办方供图

　　杨志成首先代表首都师范大学欢迎专家学者莅临参会。他在致辞中指出：“首都师范大学近年来不断推进高

水平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历史学是首都师范大学传统优势学科，且在全国历史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需要我们在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中共同建设，首都师范大学坚决服从国家战略发展大

局，努力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历史学院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的一分子，在对外学术交流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

验，东亚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相信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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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董增刚致辞 主办方供图

　　董增刚在致辞中表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是由齐世荣、戚国淦等老一辈历史学家辛勤创立的，如今历

史学院学科建制完整，师资力量雄厚，世界史、中国史、考古学在全国学科排名中名列前茅，并且在某些专业研

究领域保持国内先进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注重学生人才培养，拥有历史学师范专业、历史学基地，为北

京市乃至全国的历史教育、历史研究输送了大量人才。东亚历史研究中心挂靠历史学院，开拓出新的研究主题，

相信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其他兄弟单位的帮助下，会对东亚研究有所助力”。

　　各位邀请嘉宾先后祝贺东亚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同时对中心今后的发展方向、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做出了

有益的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致辞 主办方供图

　　汪朝光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东亚历史研究中心整合中国史

和世界史的优势资源，这不啻于一种有益的探索。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国际大背景下，史学界应该思考当下

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如何互动交流，我们应如何去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致辞 主办方供图

　　杨伯江在致辞中指出：“历史文化研究构成国别、区域研究的基础和底蕴，决定着研究的深度和厚度。中国

学术界应当加强对日本史、包括战后历史的研究力度。中日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成因多重，有规律



可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将与东亚历史研究中心加强学术联系，共同为日本研究、东亚研究质量的提高

做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致辞 主办方供图

　　金以林在致辞中认为，史料的整理对历史研究的作用非常大，强调在学术研究中要尽可能使用一手的、原始

的历史资料，首师大世界史在数据库的建设方面走在国内学界前列；并举例当年受齐先生委托查阅服部卓四郎的

《大东亚战争全史》的往事，提出尽管有些外文著作有中译本，但如果有条件看原文或许会更好，会更加有收

获。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东亚历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主办方供图

　　此后，由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首都师范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徐蓝、中心主任史桂芳共同为东亚历史研

究中心揭牌。

与会者合影留念 主办方供图

　　据悉，本次会议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为推进学科发展，整合学院跨学科协同研究，凝聚学界力量，巩固

和提高既有研究优势，进一步拓展学术发展空间而举办。论坛期间，会议还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作

“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史”的主旨报告，同时围绕“东亚区域史的建设、研究与教学问题”召开圆桌会议、

分设小组讨论，参会学者各抒己见，充分发言。

　　下午围绕“东亚区域史”这一主题，将国内外参会学者分为四小组，线上线下结合展开学术研讨，克服疫情

所带来的不便，为学术研究与发展创造尽可能的条件。相信通过本次会议，必将强化学界对东亚区域史的认知，

进一步推动东亚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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