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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荣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于 12



中的近代中国牛奶文化史》（作者：王书吟，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

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助理教授）入选。林广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旧金山城市灾难

后的救援与重建研究(1906-1915)》（作者：王志永，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博士，现

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入选。

 权威期刊发表

金蕙涵：Xiaoling and Nanjing: Mapping the Imperial Mausoleum in a

Fourteenth-Century Capital in China （孝陵与南京：位于中国十四世纪都城

中 的 帝 陵 ） 。 发 表 于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ISSN: 0096-1442),

September 8, 2022, DOI:10.1177/00961442221120892 (Online first)。

梁志：《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22 年第

6期。

邬国义:《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及<讲话》两文本的历史考察》，

史林，2022 年第 6期。

满永：《历史的内在动力——实践困境与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再思考(1951—

1956)》，史林，2022 年第 6期。

孟钟捷：《历史阐释公共性塑造的三种路径:以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为

范例的讨论》，史林，2022 年第 6期。

 举办《吴泽全集》《李平心全集》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

2022 年 12 月 3 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研

学研究中心、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吴泽全集》《李平心全集》

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

 举办首届“上善”全国世界史博士生前沿论坛

2022 年 12 月 24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

院主办的首届“



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

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60 余名教师和学生

参会。

 举办首届“诚之·中学历史教学高端论坛”

2022 年 11 月 12 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大中小学历史教育研究与实

践基地和《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以“双新背景下中学历史教学的新

探索”为主题的首届中学历史教学高端论坛。

 “志业读书会”第二次活动举行

2022 年 12 月 3 日上午，“志业读书会”第二次活动在历史学系 1130 古代史

教研室举行。在第一次活动后，参与的师生对中国古代的“家族”问题表现出了

浓厚的兴趣，所以本次读书会选取了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柏文莉《权

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和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

迁》三部经典著作进行阅读。

 系列讲座

张子辉：学养·教养·素养——“双新”实施下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应对之

策

2022 年 12 月 1 日，我系系友、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学院的中学历史教研员张

子辉老师应邀开展了题为《学养·教养·素养——“双新”实施下中学历史教师

的教学应对之策》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诚之课堂”系列

讲座之一，由历史学系副主任黄爱梅老师主持，吸引了我系本科生、研究生、广

大中学历史在职老师百余人相聚云端。

彭勇：明代兵制衰败论简说

2022 年 12 月 7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 43 场曁大夏中国

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10 场，邀请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

勇老师进行题为“明代兵制衰败论简说”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包

诗卿主持此次活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郑宁、华东师范大学历

史学系副教授黄阿明作为与谈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

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校内外数百师生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参加



此次讲座。

王张华：长江口——杭州湾沿岸新石器时代环境变化和人地关系

2022 年 12 月 7 日，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张华研究员

应邀开展题为《长江口——杭州湾沿岸新石器时代环境变化和人地关系》的讲座。

本次讲座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思勉班”“历史+”跨学科对话第十一期讲座，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由历史学系朱明教授主持，章义和教授与谈，吸

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多所高校的百余名师生参加。

张越：“文化史”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

争说起

2022 年 12 月 9 日，华东师范大学第 90 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第 5场“吕思

勉中国史系列讲座”在历史学系中国史学研究中心开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张越教授应邀作题为“‘文化史’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从‘最低限度的国

学书目’之争说起”的学术报告。王应宪副教授主持本次沙龙，李孝迁教授、王

传副教授及近百位师生线上线下参加。

特伦斯·杜利：20 世纪初时代变迁中的爱尔兰庄园兴衰

2022 年 12 月 10 日，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特伦斯·杜利

（Terence Dooley）教授应邀开展题为《20 世纪初时代变迁中的爱尔兰庄园兴衰》

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梁志教授和张锐老师共同主持，

梅努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与文学院吕洲翔博士、我系朱明教授、蒂墨（Timothy P.

Baycroft）教授参加。此次活动还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百余名师生参会。

刘炳涛：自然、技术与航道：海洋视域下上海港发展的再分析（1870s-

1930s）

12 月 14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第 81 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华东师

范大学历史学系第 11 场“大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自然、技术与航道：海洋

视域下上海港发展的再分析（1870s-1930s）》在线上举行。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阮清华教授主持，上海电机学院刘炳涛教授主讲，来自华东师大、复旦、



同济等诸多兄弟院校师生百余人全程参加。

朱凤瀚：谈商人与周人的记史传统

2022 年 12 月 19 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朱凤瀚先生应邀做了题为“谈商人与周人的记史传统”的讲座。

由于疫情原因，本次讲座线上展开，240 多位感兴趣的老师、同学参与。讲座由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进锋老师主持。

刘国鹏：民国时期的中梵关系——以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为中心

2022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基督宗教研

究》（CSSCI）执行主编、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刘国鹏老师应邀开展了主题为《民国

时期的中梵关系——以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为中心》的讲座。本次讲座系华

东师范大学“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大夏世界史论坛高端讲座”，由历史学系

张锐老师组织并主持，吸引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

罗马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近 300 名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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