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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以翔实的资料综述了中国现代历史学在二十世纪百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分述
了中国现代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在百年发展中的状况及其主要成就，概述了中国现代
历史学在百年发展中的重大学术论争，论述了中国现代历史学在这一发展时期的教
育沿革、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及中外交流概貌，梳理了中国现代历史学
百年发展中的大事。是一部对中国现代历史学二十世纪百年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系统
总结的、学术性的著述。  

第一编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 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 
二 马克思主义学在中国的诞生 
三 现代史学的多元发展 
四 马克思主义史学支配地位的确立及其曲折 
五 现代化全球化场景下的当代中国史学 

第二编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各学科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 

一 史学理论研究的展开 
二 史学史研讨：从经验到理性的学科自省 
三 中国考古学的历程与成就 
四 历史文献的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整理 
五 中国古代通我编著 
六 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的进展 
七 中国古代专门史研究的拓展 
八 国近现代通史与专门史研究的繁荣 
九 中国地方史与地方志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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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筚路蓝楼的世界史研究 
十一 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到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第三编 二十世纪史学领域重大论争 

一 东西方文化论争 
二 疑古信古论争 
三 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问题论争 
四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争 
五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争 
六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争 
七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争 
八 社会形态深井法则的论争 
九 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论争 

第四编 二十世纪历史教育与研究机构、史学社团和报刊、中外史学交流 

一 中小学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沿革 
二 高等学校的历史教育 
三 史学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四 史学社团的建立和演变 
五 史学报刊的创办和历史沿革 
六 二十世纪中外史学交流 

附录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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