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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在历史的深处》由高翔著，全书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明清史专题研究、人物研究三编，
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道路——以历史学为例、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满汉文化冲突与清初社会重建、清初理学与政治、清朝内阁制度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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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翔，男，四川绵阳人，出生于1963年10月，历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
兼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青联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常
务理事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论著有《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专著)、《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专著)、《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五十年来的清史研
究》、《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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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尽管这部学术文库所收论著，既有离退休老同志的论文辑录，也有在职同志的自选集，还有
青年同志的学术专论，但毕竟只是部分同仁的科研成果，未必代表杂志社工作人员的最高学术水平。
当然，从其所涉领域、研究理路、学术风格中，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杂志社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科
研特色。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异常艰辛的工作。
在这里，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经受挫折、百折不回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
要成绩的。
好在中国学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无论是从事编辑工作，还是从事科研工作，只要认真
反思、体会、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就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教益。
一是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的传统。
真正的学问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
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事实上，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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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历史的深处》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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