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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学系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
而来。
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
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后，办学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师资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
　　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
张星娘、楚图南、陈垣、侯外庐、柴德赓、白寿彝等先后在我系辛勤耕耘，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
学系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系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
目前，历史学系拥有2个本科专业，7个硕士点，5个博士点21个全国重点学科，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
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最早享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历史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历史学系现有9个教研室、3个研究室和1个文物博物馆，在聘教授21人，副教授23人，讲师4人，
其中既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赵光贤、龚书铎、刘家和、顾诚、黎虎等，也有一批崭露才华的
中青年学者。
80年代以来，相继担任系主任的有白寿彝、龚书铎、唐赞功、郑师渠、晁福林、朱汉国教授等。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师大历史学系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80年代初，历史学系对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成果获得了国家级
优秀教学成果奖。
近20年来，历史学系教师出版学术著作3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0余篇。
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历史学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
国史学的压轴之作”，被译成英、法、日、俄、西班牙等多国文字。
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发来贺电、贺信，予以高度评价。
龚书铎、顾诚等一大批教师的学术论著荣获国家、教育部、北京市或学校科研奖。
　　本文集选编的只是北师大历史学系教师的一部分论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百年来历史学系的
学术发展状况。
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历史学系广大教师和北师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存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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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上　　编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谈史学遗产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农业
与中国文化《中国史》自序应该怎样正确处理传说时代的史料《商君书解诘定本》自序汉代社会与汉
代思想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汉初"布衣将相"浅论《水经注写景文钞》序宋代百家争鸣初探宋辽
之关系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爱薛之再探讨《明季史料题跋》节选明代必里卫考明清两代的内阁制度
章学诚之志例驳议《四库全书荟要》的编修《桑园读书记》节选《清代通史》导言王西庄与钱竹汀《
近代二十家评传》自序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
序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圣鞠斯特》绪论柏林会议与西方列强对非洲的瓜分下　　编我所认识
到的辨证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司
马迁生年考辨读《庄子·徐无鬼》札记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
与初步研究汉代的领尚书事述论试论班固及《汉书》中阐发的为国举贤才的用人思想客家民居特征探
源--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聚居、大宅、坞堡关系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
策唐代的选人与官阙论庆历荫补新制琉球民族与华夏民族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
权及其贫困化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
碑清代回疆法律文化刍论姚莹交游述略鸦片战争前后的诗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兼与杨其民
等同志商榷从粤筹三厂迁鄂看派系之争对洋务企业发展的影响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儒学与梁
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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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个人对农业是一完全外行人，但生长农村，差不多前半生的生命都在农村度过，因此对于农村生
活略有所知。
　　讲到中国社会，不能说它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都市大工商业从战国后，两千年来不断向前，
那能还说它是农业社会，但中国文化却可说确是一个极深厚的农业文化。
农业有它几个特征。
从此等特征下产生了我们中国文化之许多特点。
　　农业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
从事农业定要外在条件，如天时、气候、温度、阳光、雨量、风，以及土壤、养份、河流、灌溉等。
所谓天时、地利、物产，又必有许多动植物能和农业配合。
这些条件都是外在的，中国人总称之日天，天给与了我们这些条件，但还得我们人的力量迎上去。
农业是一项勤劳的工作，所谓粒粒皆辛苦，来处不易。
我们中国古人所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一个农村观念，一种乡下人想法，但实有它
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
中国古圣先哲则不过将此农村乡里人观念中的那一番真理，拿出来加以指点与发挥。
　　若使没有外在条件，我们的人力就无所施。
若使我们没有自身内在条件，一切天赋也就不能发生它应有的作用。
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天人合一，或者也可说上帝同人类是一体的，也可说自然和人文是一体的。
所谓一体，则只是合而为一之意。
　　在此观念之下，我们的农业人生又有两观念随之而生。
此两观念，须相互配合，不可偏废。
一日乐天知命。
外面自然条件所给与我们的，这是天意所在，我们该乐受。
但又该知道天所给与我们的那些自然条件有限制，我们应知命。
所以在乐天知命那句话之后，我们还该有一句话，即是尽其在我。
该要善尽其在我内边自身的条件，才能与乐天知命那句话相配合。
我们不该把此两句话分开，单讲乐天知命固不够，单讲尽其在我也不够。
　　进一层说，我们人类一切的聪明智慧能力等等，也都是上帝赋给于我们，而此一切所赋也有限，
一定还要靠外边条件。
如此说来，尽其在我，也就是乐天知命。
两句话本来讲的是一个道理。
在乐天知命一句话之中，本已包有尽其在我之意。
而在尽其在我那一句话之中，也已包有乐天知命之意。
此两句话，相包相融。
我们不能像一般宗教家，太信任了，拿大部份责任都交给于上帝，我们也不能像一般科学家，太偏激
了，认为我们人类可凭自力改造自然，战胜自然。
实际此项所谓改造与战胜还是有限度的。
而且人类本身也即是一自然，不凭自然，何来改造，何来战胜。
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看法，实际上，这一看法乃从农业人生中来。
从此看法中，建立起一套文化体系而又加以不断之前进，成为一传统，以直至于今日，所以我说中国
文化是一种农业人生之文化。
　　继此还有第二点，农业人生和其他人生不同之点。
农业人生必然常与生物为伍，因此在农业人生中，必然极富生命意义。
也可说，农业人生乃与其他生物为朋友，做搭档。
农业人生的对象则都是有生命的。
农业人生，乃与其他生物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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