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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历史学学科建设成绩显著，科研成绩斐然。江苏史学人

在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专门史研究以及考古学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

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界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研究历史，关注现

实；踏实严谨，不图虚名；与世界史学对话，推动学术交流；奖掖青年学者，重视团队建设。江

苏历史学发展成绩的取得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这些成绩是江苏史学

工作者“史才”“史识”的体现，也反映出江苏史学工作者坚持“求真”“求是”及坚守“史德”

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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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以来，江苏史学界和全国学术界一样，冲破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束缚，拨乱

反正，走出了“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迎来了江苏史学和中国史学发展的春天。

1979年，江苏史学界同仁率先承办了“中国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全国

史学界召开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开展学术讨论的一件标志性大事，在中

国史学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茅家琦等学者为此次会议的召开多方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对江苏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起巨大支撑作

用的江苏历史学，经过 40年的发展，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呈现一派繁荣。

一、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苏历史学学科建设与科研成绩显著

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苏历史学学科建设成绩显著。截至 2018 年，江苏历史学有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两个，即均由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仓噺中心及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另有江苏省高

端智库一个，即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

目前，江苏历史学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6个，即南京大学中国史、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苏州大学

中国史、扬州大学中国史、苏州大学世界史及南京大学考古学;有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8个，即南京

大学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苏州大学中国史、世界史，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世界史和扬州大学中国

史;有省级重点学科 6个，其中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和扬州大学的中国史为江苏省“十二五”

一级重点学科，江苏师范大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为省级重点学科培育点。

依托学科建设的发展，江苏历史学出现了一批在海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改革开放 40年来，江苏历史学科研成绩斐然。江苏史学界承担了一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在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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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中国秘密社会史、太平天国史、中国经济史、江苏区域史、六朝史、苏联史、东南亚史、中外关系

史、江苏考古、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江苏口述史等领域产生了众多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同时江苏史

学界积极幵展事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针对南京大屠杀问题、南海问题、琉球问题以及钓

鱼岛问题等重大历史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江苏考古工作成绩喜人，成果涉及长江下游人类和古环境、新石

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史前稻作农业文化区和古稻田、史前治玉、华夏国文明诞生前与周边文化相互关系、

西周春秋时期徐夷文化与徐国史、吴越城址和吴城墓葬为代表的吴越文化、西汉诸侯王陵、六朝都城与大

型墓葬、唐代扬州城、明代宫城、明代造船厂与功臣墓葬以及明清紫砂窑等领域。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江苏历史学在史学研究各个领域都有一批代表性成果问世。在中国古代史方面，

有顾德融、朱顺龙著的《春秋史》，韩儒林、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许辉、

邱敏、胡阿祥等著的《六朝文化》，张承宗、田泽滨著的《六朝史》，王永平著的《六朝家族》，邱敏著

的《六朝史学》和李天石著的《中国中古良贱制度研究》等。

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有茅家琦等著的《太平天国通史》（上中下），崔之清著的《太平天国战争全

史》（1—4卷），茅家琦等著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张宪文等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

华民国史》（1—4卷）、《中华民国专题史》（1—18卷）等。

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马洪武等著《新四军发展史》《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省委组织部、省党史

办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及杨颖奇、张庆军著的《风卷红旗》等。

在江苏地方通史方面，有宋林飞等主编的《江苏通史》（1—10卷），王国平主编的《苏州通史》（1—16

卷似及正在编写的《南京通史》《扬州通史》等。

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秘密社会史方面，有王卫平主编的《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池子华著的仲

国近代流民史》，蔡少卿著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车锡伦著的仲国宝卷总目》，朱庆葆等著的《鸦

片与近代中国》，吴东升著的《邪教的秘密》和吴善中著的《晚清哥老会研究》等。

在江苏学派和艺术史方面，有申屠炉明著的《常州学派研究》（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田汉云著

的仲国近代经学史》，周新国等著的《太谷学派史稿》，徐邠、李玫、张海燕著的《扬州传统漆艺史》等。

在南京大屠杀方面，有张宪文等著的《南京大屠杀史全史》（上中下），张宪文等主编的《南京大屠

杀史料集》（1—72卷），孙宅巍著的《南京大屠杀》，张生著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等。

在人物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该丛书总计 200 部，是中

国历史各个时期思想家评传的集大成者，也被称为“世纪之交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2]。

此外还有林林总总的史著，如施元龙等主编的《中国筑城史》，缀咏禾著的《明代出版史稿》，郭孝

义著的《江苏航运史》（近代部分），张承宗、魏向东著的《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余明侠著的

《徐州煤矿史》，段本洛等著《苏州手工业史》，秦子卿、任兆凤等主编《江苏历代货币史》，江苏钱币

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纸币史》，孟建华著的《中国近代货币流通理论与实践》《中国近代货币流通思想

与实践》，陈乃林、周新国等著的《江苏教育史》等。

在世界史和民族史方面，有王觉非著的《欧洲史论》，姚海著的《俄国革命》（苏联史第 1卷）,陈显

泗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钱乘旦、陈晓律著的《二十世纪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



式溯源》，朱瀛泉著的《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魏良强著的《叶尔羌汗国史纲》,刘迎胜著的《察合台汗

国史研究》等。

在考古学中方面，有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等编的《尹湾汉墓简牍》，罗宗真著的《六朝考

古》，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编著的《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扬州考古所等著的《扬

州城:1987—1998 年考古发掘报告》等。值得注意的是，江苏考古界为配合沪宁高速、西气东输工程、南

水北调工程、淮河入海改造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宁杭城际铁路、沪宁城际铁路、沪宁铁路等国家大型建

设工程进行了调查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江苏考古界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为方针，有效落实了相关工作。

另外，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正在开展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江苏文化的集大成

之作，也是历史上第一部江苏文化历史百科全书”[3]，江苏史学界承担了其中相当重要的部分。

二、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苏史学界呈现的特点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治史的格言，也是江苏史学界同仁孜孜追求的境

界。改革开放 40年来，江苏史学界呈现的特点至少有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真理，勇于探索。众所周知，江苏史学界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摧残，一批史学工作者

受到迫害，或被批判，或被下放，或含冤致死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历史学事业得以恢复和发

展。以茅家琦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江苏历史学工作者积极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经

过与中国史学会同仁共同筹划，于 1979年 5月在南京举办了“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文

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方面规模最大的一次

全国性学术讨论会”[4]来自全国的 200 余名学者以及多位日本、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比利时等国家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畅所欲言，积极递交论文，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史学界在晚

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江苏乃至全国史学界学术活动的

开展。在张宪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同仁的积极策划推动下，1984 年 5 月在南京召开了“中华民国史学术讨

论会”，海内外专家学者 200 余人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冲破了民国史研究中的禁区，极大地推动了大陆民

国史的研究，成为江苏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又一标志性会议。

第二，关注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努力将学术和实践有机统一。在中外重大历史方面，有韩儒林教授

著的《元朝史》、王觉非教授著的《欧洲史论》等。在重大现实问题方面，有蔡少卿教授所著的《中国近

代社会史研究》等。其中，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一 72卷），是当今世界关于南京

大屠杀最翔实最全面的史料集，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有力回击”
[5]
。

第三，不图虚名，踏实严谨。“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车锡伦教授著的《中国宝卷研

究》，是其积数十年辛勤劳作的成果，在宝卷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该著作获得了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另外，分别荣获第十四届、第十五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曹金

华的《后汉书稽疑》和刘建臻的《焦循全集》（1一 18卷）也反映了作者的这种风格。被评为江苏省首届

社科名家的茅家琦、张宪文、蒋赞初、周勋初，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孙江、王卫

平，以及众多先后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和被评为国家级、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江苏历史学者都是江

苏史学界踏实严谨治学态度的典范。

第四，积极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推动江苏史学走向世界，与世界史学对话。改革开放 40年来，江苏



史学界一大批学者走出国门，与海外同行交流对话，或共同承办相关国际会议，或合作开展项目研究，或

共同编纂学术著作，成为江苏史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江苏史学工作者出席海外国际学术会议已成常态，

数量难以统计。一大批学者应邀到海外高校及相关学术机构讲学，或在高层论坛上演讲，同时也有一批海

外学者来苏或讲学或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等，成为江苏史学界与海外交流又一渠道。

江苏史学界与海外学者在江苏举办了许多高端的学术会议。其中中国史方面有先秦区域文化学术讨论

会、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会议、楚汉文化研讨会、秦汉史国际会议、六朝史学术会议、元史国际会议、

中华民国史国际会议、辛亥革命与临时政府国际研讨会、清史国际学术会议等;考古方面有文化遗产保护与

古都会议等;世界史领域的国际研讨会涉及美国史、日本史、英国史、苏联史、印度史、东南亚史等;国际

关系方面举办了涉及中非关系、中韩关系、中美关系等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涉及人物专题的国际会议有郑和

国际学术研讨会、徐福学术研讨会、林则徐学术研讨会、张謇学术研讨会以及马可波罗学术研讨会等;涉及

中共党史的有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方面的有扬州学派研究、太谷学派研究、常州学

派研究、吴文化研究、徐州汉文化研究、扬州八怪研究等领域的国际会议。

第五，奖掖青年学者，重视青年史学队伍建设。在老一辈史学家的关心奖掖之下，江苏青年史学工作

者传承老一代治史的风格，并发扬光大。江苏史学界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召开过“首届全国青年太平天国

史研讨会”以及“中国近代化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讨论会”。进入 21世纪以来，江苏史学界连续两届举办

“江苏青年文史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并进行评奖。2016 年 11 月，江苏史学会和中国史学会、南京大学、

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了“首届全国张謇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来自全国的 60

位青年学者 60余篇学术论文，经专家评审共 10名青年学者获奖。2018年，南京大学举办了“第二届茅家

琦史学论坛”和“首届中国近代史全国青年高峰论坛”。另外，在江苏“三三三”人才工程评选和青年骨

干教师评选中，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人选，他们成为江苏史学队伍中最有生气和活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改革开放 40 年江苏史学发展的历史启示

启示之一: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苏史学发展成绩的取得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人文社科领域包括历史

学领域的投入，使得整个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江苏历史学领域从中受益良多。特别是一系列重大

社科项目和文化工程在很大上支持了江苏史学的发展，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抗战史研究专项工程、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中国边疆研究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中国史学界包括江苏史学界的相关领域研

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包括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社科联和省社科规划办等

部门）40年来持续地支持江苏社科规划项目、重大项目以及学科和基地建设，对江苏历史学的发展推动很

大。近年组织的江苏文脉研究和推进工程，更是直接推动了江苏史学的发展。

启示之二: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尤其是 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

准大讨论，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冲锋号推动了包括江苏史学工作者在内的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

变。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史学视野不断扩大，史学研究选题范围、方法使用都发生了变化：从单一政治史研

究到多元历史研究;从社会史研究到生态史研究等;从运用唯物史观到运用大数据分析历史等。伴随视野、

选题与方法的巨变，江苏史学界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科研成果，从社会史研究、秘密社会史研究到货币史研

究、风俗史研究、生态史研究、灾荒史等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的问世体现了江苏史学界或对中国

史研究的深入，或对世界史研究的新探索，或对中国历史学理论构建的思考，或对传统历史资料汇纂诠释，

或对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都集中反映了江苏史学工作者历史视野、学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这种新的“史识”的增长和变化，是极其可贵的。



启示之三:改革开放 40年来，江苏史学工作者坚持“求真”“求是”，坚守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史德”

的操守和底线，在各种错误思潮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努力克服“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的同时，

努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40年来，伴随新史学的大幅扩张，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和植入，一些“逐新

求异”的所谓“新史学”诉求层出不穷，有些只是西方既成理论框架的添加，有些则只是话语模式的置换。

在面对所谓“告别革命”、否定爱国历史人物和歪曲历史史实、诋毁中国革命等错误思潮时，江苏史学界

同仁坚持了“史德”操守和底线，或以考订汇纂史料求历史史料的完整、真实，或在大量史料基础上揭示

历史事实真相，或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等，以求构建历史学的真实，终极追求就在于“发现这些规律”[6]。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 40年来江苏史学界和我国史学界同仁一道在中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及考古学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令中国学术界和海外学术界瞩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

醒地看到：江苏史学成果中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富有创新的著作还不多,江苏史学界提出影响中国和世界学术

界的原创性史学理论、方法和概念也不多见。另外，既有学术成果翻译成外文的还很不够，这都需要江苏

史学界今后作出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7]。这对我国史学界的发展提出了十分迫切的

要求，就江苏史学界而言，我们必须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一步总结江苏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良传统，坚持仓噺，为繁荣和发展江苏历史科学

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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