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13位ISBN编号：9787540648770

10位ISBN编号：7540648775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社：广东教育

作者：陈高华，张彤  主编

页数：8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卷，旨在对20世纪我国历史学的状况作简要的评述。全书分正编
、副编、大事记三个部分。正编分专题介绍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状况，前面冠以一个世纪历史学
发展的综论。副编选登一个世纪内最有代表性的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论文或著作(节选)。大事记则按时
间顺序，记载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重大事件，包括研究与教学机构的设置、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的创
办、有代表性论著的发表、著名史学家的活动、重要学术会议的召开等。我们希望，三个部分内容互
相补充，可以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提供比较清楚的认识。

Page 2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书籍目录

正编  绪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第一节 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     第二节 近代实证史
学的创立及其重要建树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    第四节 史学在战
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经验教训    第六节 充满生机的
新时期历史学  第一章 史学理论研究    第一节 20世纪上半期的史学理论研究    第二节 建国后至“文化
大革命”前的史学理论研究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后的史学理论研究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上)    
第一节 夏商史研究    第二节 西周春秋战国史研究    第三节 秦汉史研究    第四节 三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第五节 隋唐五代史研究    第六节 宋史研究    第七节 辽金史研究    第八节 西夏史研究    第九节 元史研
究    第十节 明史研究    第十一节 清史(1840年以前)研究  第三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下)    第一节 奴隶制与
封建制分期的讨论    第二节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第三节 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    第四节 封建土地
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第五节 夏商周年代学研究    第六节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    第七节 简帛的发现和研
究    第八节 敦煌文书的发现和研究     第九节 徽州文书的发现和研究    第十节 澳门史研究    第十一节 历
史地理研究    第十二节 史学史研究  第四章 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一节 鸦片战争研究    第二节 太平天国
史研究     第三节 洋务运动研究    第四节 中法战争研究    第五节 甲午战争研究    第六节 戊戌变法研究    
第七节 义和团运动研究    第八节 辛亥革命研究    第九节 五四运动研究    第十节 中华民国史研究    第十
一节 近代经济史研究     第十二节 近代社会史研究    第十三节 近代文化史研究    第十四节 台湾史研究    
第十五节 香港史研究  第五章 世界史研究    第一节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第二节 西欧近现代史研究  
 第三节 美国史研究    第四节 俄国·苏联史研究    第五节 亚洲史研究副编：专论选编  第一章 史学理论 
   新史学(节选)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
究    殷周制度论    井田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    甲申三百年祭    替曹操翻案    中国通史简编·绪
言(节 选)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
发展    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    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    关于
《谈史学遗产》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中国封建
土地制度史·绪论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
工业化问题     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    金田起义考     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关于中国近代史线
索的思考    戊戌维新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    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  第四章 世界史研究    《世
界上古史纲》前言     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    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    第三世界的历史起
源及其走向现代化的趋势    技术发明的转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机制大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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