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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兴起的关系进行梳理，勾画
出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图。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晚清报刊与中西史学的交汇；晚清报刊与史学大众化的走向；晚清报刊与史学社
会功能的加强；晚清报刊与史学教科书中的新史学；晚清报刊与史学学科化的前景。
 　　本书作者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兴起的关系进行梳理，
分五个部分：　　西学东渐：晚清报刊与中西史学的交汇　　走向社会：晚清报刊与史学大众化的走
向　　文化先锋：晚清报刊与史学社会功能的加强　　培养新民：晚清报刊与史学教科书中的新史学
　　学术专攻：晚清报刊与史学学科化的前景　　勾画出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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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兰肖，1970年生，河北唐县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现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著有《魏源评传》(合著)、《思想原声》，在《近代史研究》、《江海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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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一、近代报刊的兴起与史学的新环境　二、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研究述略　三、思路、方法及
有关概念的界定第一章 西学东渐：晚清报刊与中西史学的交汇　第一节 早期近代报刊与西史东渐之
初潮　　一、译报与近代史学的萌芽　　二、传教士报刊与西方史学的零星传入　　三、维新派报刊
的外国史研究及进化史观的传播　第二节 政学性刊物与西史东渐之推动　　一、维新派海外办报活动
与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　　二、革命派报刊与西方史学流派的介绍　第三节 学术性、综合性刊物与西
史东渐之深入　　一、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引进　　二、西方史学流派在中国的争鸣　　三、唯物史
观的早期传播第二章 走向社会：晚清报刊与史学大众化的走向　第一节 “民史”思想的阐发　　一
、“君史”与“民史”的讨论　　二、“史界革命”的号召　　三、撰写“民史”的设想　　四、史
学领域的“民主”观念与群众史观　第二节 史学表述形式的大众化：白话报刊与白话文历史　　一、
《杭州白话报》与《宁波白话报》的外国史撰述　　二、《中国白话报》与第一部白话中国通史　　
三、《安徽俗话报》及其历史类文章 　　四、白话报历史文章 与“新史学”的关系　第三节 史学大
众化的实现：讲报与课业　　一、20世纪初的阅报讲报活动与新史学的传播　　二、“课艺派”杂志
与学术平民化第三章 文化先锋：晚清报刊与史学社会功能的加强　第一节 历史知识的运用：报刊政
论　　一、《时务报》的政论及受众分析　　二、《湘报》的论说及受众反响　第二节 爱国主义的历
史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宣传　　一、东西方国家亡国史、独立史及革命史的介绍　　二、变革
与革命的历史理论　　三、围绕历史问题的报刊大论战第四章 培养新民：晚清报刊与近代历史教科书
的编写　第一节 《学部官报》关于新式历史教科书的讨论与报道　　一、对审定通过者的评价与推介
　　二、对未通过审定者的批评　　三、对部编教科书编辑动态的报道　第二节 历史教科书出版广告
及新史学宗旨之阐扬　　一、文明书局之历史教科书广告　　二、商务印书馆之历史教科书广告　　
三、《政艺通报》与乡土历史教科书之绍介　　四、历史教科书出版广告与新史学“培养爱国心”之
宗旨第五章 学术专攻：晚清报刊与史学学科化的前景　第一节 报刊的多样化发展与学术期刊的出现
　　一、学术性副刊的出现　　二、从政学类刊物向学术性刊物转化的典型：《国粹学报》　　三、
图书馆的兴起与学术期刊的繁荣　第二节 “纽带”的作用：专业史学期刊与历史学会　　一、《地学
杂志》与地学会　　二、历史学会与创办史学刊物的尝试　　三、《史地丛刊》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史地学会　　四、《史地学报》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余论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人名索引文献索
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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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学东渐：晚清报刊与中西史学的交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
，透过军事、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层面影响中国。
西学东渐，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从西学传播的主体来看，经过了以外国传教士为主体，到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转换；从传播
内容分析，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从声光化电，到社会政治学说，再到思想文化的三个层次；从受
传对象来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吸收，从“师夷长
技”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从传播媒介来讲，基于印刷技术、运输工具、通讯
手段的进步，传统传播手段迅速被近代出版机构和近代报刊所代替；从传播效果来看，由了解世界、
救亡图存到思想启蒙，西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奇技淫巧”到西学，从西学到新学，从新学到显学
，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近代文化在西学的浇灌下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喷薄而出。
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史学，也是传统史学和西方近代史学二水合流的结果。
近代报刊，则是促成中西史学交汇融合的纽带之一。
从外国传教士报刊及维新派政论报刊的零星介绍，到革命派报刊的大量引进，再到综合性、学术性刊
物较为系统的输入，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及方法逐渐与中国传统史这的内在精神结合而实现了中国史学
的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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