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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学年鉴（2002～2012）》由中国史学会主办，特邀张海鹏、王巍等著名学者，分学科、专
题阐述了新时期十年历史学的重要进展。年鉴分设“特稿”“学科综述”“动态”“重大考古发现”
等栏目，是了解学术发展前沿、把握学术发展脉络、明晰学术发展趋向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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