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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一直是中国史学各研究领域中最活

跃的学科之一。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已有研

究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比如研究材料更

为丰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理念更趋多元，因

此使研究成果的质量也有明显的提升。2017年中国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在对该年度发

表的数量可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学术论文作全

面采撷、系统研读的基础上，选择、转载了其中相当

部分有代表性或高水准的优秀学术论文，力求全面、

客观地呈献给学术界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

状况，深度展示了 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成

就。本文试以 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近代史》为统计样本，对所转载的论文及刊载

论文的期刊、论文作者等方面的情况作系统的分析

总结，从转载数据各项指标分布、转载论文的课题选

择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对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状

况提供更为全面的了解与认识依据。

一、转载的基本情况

2017年度，公开发表在各类杂志报纸上的中国

近代史研究文章共计 1475篇，复印报刊资料《中国

近代史》共转载 130篇，涉及 69种刊物，转载率为

8.81%。与 2016年相比，该数据与转载文章数量大

致相同(2016年转载135篇，涉及66种刊物)。相较于

复印报刊资料历史类其他专题的转载情况，《中国近

代史》的转载量和转载率是比较高的。具体来看，

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的文章内容

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综述

刘 江

【摘 要】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其所具备的学术与现实的多重意义使得

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倍受学界关注，而且争议问题持续出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充分反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学术水准与研究趋势，展现近代史研究中的正确导向与多种声音，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

史》所致力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转载的研究成果，力求全面、客观地呈

献给学术界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深度展示了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成就。据统计，来

源期刊与2016年者基本持平，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内容则在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文

化史这三个领域有所偏重；论文的第一作者主要来自社科院系统及高等院校，重点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

汉四地。与以往相比，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基本格局变化不大，但一些综合性刊物有进一步加

强刊发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倾向。从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的论文内容分析，可以看出该

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一些新的特点：中国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不断深入，近代史上的农战史研

究有复苏迹象；新选题、新领域的探索取得明显进展；对晚清史研究的多角度反思明显加强；发挥史学求真和

致用功能，在近代史研究中关注与现实紧密相关的研究课题；对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收获等。

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转载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实现了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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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治史研究33篇、经济史研究18篇、社会史研

究25篇、思想文化史研究34篇、近代人物研究14篇、

历史文献学2篇、动态与综述4篇。2016年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文章的内容包括：政治史研

究27篇、经济史研究23篇、社会史研究20篇、思想文

化史研究 31篇、近代人物研究 20篇、历史文献学 4
篇、动态与综述 10篇。由此可见，2016年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文章所涉内容所属领域比较

平均，2017年转载文章内容则在政治史、社会史和思

想文化史这三个领域有所偏重。

1.期刊转载情况

据统计，复印报刊资料在 2017年《中国近代史》

转载的 130篇文章中，有 51篇来自于高等院校主办

的学术刊物，有 64篇来自于社科院(联)主办的学术

刊物，这两类学术刊物刊发的文章占了转载文章的

绝大多数。

历史研究专业刊物如《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

《历史研究》《史林》等，转载量仍靠前仍属意料之中，

且与2016年的转载量基本持平；一些综合类刊物，因

大都有着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基本每期都

会有相关文章，有的期刊还设有固定的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专栏，有针对性地集中关注某些学术问题，因

此转载量也较大，在这类刊物中如《学术月刊》《南京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研究》《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等刊，与2016年相比，转载量有所增加

(详见表1)。
2.第一作者来源情况

在 2017年《中国近代史》转载的文章中，文章的

第一作者主要来自社科院系统及高等院校，重点集

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地。北京地区的作者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居多，其文一共转载 18
篇，其他来自北京大学的作者文章有10篇、中国人民

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作者文章分别有4篇。上海

地区的作者含复旦大学的文章7篇、华东师范大学的

文章4篇、上海大学的文章4篇等。来自广州的作者

的文章主要是中山大学8篇、暨南大学1篇。来自武

汉的作者的文章主要是华中师范大学有 4篇。与

2016年相比，转载文章第一作者的单位，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所从11篇增至18篇，增加篇数达7篇之

多；来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作者文章共转载8篇，

而在 2016年该单位作者的文章转载量仅为 1篇，增

加篇数亦达到7篇，增幅最为突出；2017年来自上海

表1 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期刊转载量(率)排名

报刊名称

《近代史研究》

《史学月刊》

《历史研究》

《学术月刊》

《史林》

《南京大学学报》

《清史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安徽史学》

《中山大学学报》

《抗日战争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战线》

刊期

双月

月刊

双月

月刊

双月

双月

季刊

季刊

双月

双月

季刊

双月

双月

双月

月刊

转载数

12
8
5
6
5
4
3
3
3
3
2
3
3
3
3

发文数

63
186
69
205
123
86
48
71
119
121
47
139
152
172
430

转载率%
19.047619
4.301075
7.246377
2.926829
4.065041
4.651163
6.250000
4.225352
2.521008
2.479339
4.255319
2.158273
1.973684
1.744186
0.697674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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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院的作者的文章转载量是4篇，2016年是2
篇，增加2篇(详见表2)。

综上所述，与以往相比，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

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格局变化不大，在基本维持原

有格局的情况下，一些综合性刊物有进一步加强刊

发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倾向。在研究人员成果分

布方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以其雄厚的研究实力，

使其研究成果被转载的数量又有大幅增加，继续名

列前茅；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成果的转载数量较之

以往取得明显突破，说明该单位 2017年的中国近代

史研究进展明显。

二、转载论文内容呈现的学术特点

从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的论

文内容分析，可以看出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

一些新的特点。

1.中国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不断深

入，近代史上的农战史研究有复苏迹象

通过继续挖掘资料，2017年度学界对中国近代

史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如

王涛《天险变通途：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中国沿海的

水文调查》(《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作者认为英

国通过对中国近海海域、河口和内河以及长江下游

地区的实地调查，加深了对中国的这些具有重要军

事意义的区域的地理认知，由此影响到英国在鸦片

战争时期对其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部署及其战略

战术计划的实施，这是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

的重要原因之一。邱涛《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

问题的辨析》(《中国近代史》第 8期)，通过对史料的

深入辨析，对甲午战争中的一些“定案”再作审视，对

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如叶志超、依克唐阿、徐邦道

等人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近年中外关系

史研究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有些史实还较模糊，仍

待厘清。葛夫平《第二次四明公所案与上海法租界

的扩界》(《中国近代史》第7期)，利用中外资料，对第

二次四明公所案发生的背景和经过、中法之间的交

涉、英法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以及上海法租界扩界关

系等问题做了一系列深入的考察和分析，究明了基

本史实。在中外关系史中，中英之间的关系相较于

近代英国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仍较薄弱。“二十一条”

的研究学界虽已有较多关注，但侯中军《英国与中日

“二十一”条交涉》(《中国近代史》第 5期)一文，利用

英国外交部档案，就英国与中日之间“二十一条”中

的第五号要求展开了深入探讨，分析了英日之间的

纠葛和交涉过程及第五号要求最终被撤除的结果，

深化了“二十一条”的研究内容，也体现了英国对中

国的影响。关于“二十一条”的研究，还有尚小明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上海大学文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复日大学历史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复日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转载量

18
8
5
4
4
4
4
3
2
2
2
2
2
2
2

排名

1
2
3
4
4
4
7
8
9
9
9
9
9
9
9

表2 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作者单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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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

动透视》(《中国近代史》第 5期)一文，探讨了总统府

在“二十一条”交涉活动中的导向及作用。相较于中

朝关系、中日关系，中越关系研究还有待加深。章扬

定、倪腊松《“越南问题”与19世纪中后期清廷的处变

策略》(《中国近代史》第 1期)，揭示了清廷内部对于

既牵涉传统宗藩关系又牵涉近代中国与列强关系的

越南问题的认识、态度及主张的复杂心态。有的学者

利用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外关系史，拓展了中外关系史

的研究内容，丰富了研究维度。屈文生《笔尖上的战

争：〈望厦条约〉订立前顾圣与程矞采间照会交涉研

究》(《中国近代史》第12期)，利用中外文本比较和文

本翻译的方法，剖析《望厦条约》签订前程矞采与

顾圣之间的照会，细致反映了中外之间的复杂交涉。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曾经受到史学界的格外

重视，然而近几十年随着学术语境的变化，此类研究

已明显被冷落。2017年有学者又重新将太平天国运

动作为研究对象，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结论，这是

值得重视的研究动向。如刘晨《从密议、密函到明

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兼辨太平天国的

盛衰分水岭问题》(《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对天

京事变爆发的原因、过程等若干关键点都作出了自

己新的判断和分析，并认为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

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来定位，因为太平天国

由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不宜简单地以

一个历史事件为标志，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王蒙《“从番”还是“从古”：对太平军礼拜

日的考察》(《中国近代史》第12期)，具体分析了太平

军礼拜日实践的主要组成部分，强调这种做法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西冲突所带来的异质感，但

隐藏在中西冲突背后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却是太

平军始终无法克服的难题。

2.新选题、新领域的探索取得明显进展

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历史研究领域不断受到

重视，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新文化史和新社

会史的影响，在新的研究选题、新的研究领域方面都

有明显进展。温震军、赵景波《“丁戊奇荒”背景下的

陕晋地区狼群大聚集与社会影响》(《中国近代史》第

9期)，从当时特大干旱引起的狼群迁徙的异常行为

切入，对草原环境和农耕环境的变化、狼群聚集和活

动的原因以及狼群异常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

问题进行了分析。关于丁戊奇荒，已有很多学者从

灾情发生的原因、特征、赈灾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做

了探讨，该文从狼群聚集的角度重新探讨这个问

题，视角独特。杜正贞《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

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中

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利用新发现的档案文书，从

社会史研究的角度阐述了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两县

分别以契约为主要确权凭证的习惯、由册书把持的

通过升科纳粮获得山林所有权的方式，反映了受民

国山林国有化、契税和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政策的

影响所发生的变化过程。利用地方档案进行研究的

还有周琳的《一个垄断商人群体的机缘与形成——

基于咸丰至光绪时期〈巴县档案〉的研究》(《中国近

代史》第 5期)，同样是利用《巴县档案》，以“亲历者”

的视角，考察了重庆的商人群体——牙行通过代收

厘金强化贸易的案例，这既是具体厘金征收的个案

研究，也属于对特殊人群的探讨。邵雍《晚清海盗述

论——以〈申报〉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第8期)，利用

《申报》材料，勾勒了晚清海盗的基本情况，为晚清海

盗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近代

社会因外国列强入侵，传统的县令权责和职能与历

史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外如何应对列强、对内

如何应对上级及调和民众关系等问题已引起学者们

的关注。马陵合《中外铁路交涉中的基层地方官——

以高密路案中的县令为例》(《中国近代史》第 8期)，
分析县令在高密铁路案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呈现了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研究视角的转换，使

得一些以前不被重视的历史现象也进入了研究者的

视野。如任吉东《近代中国城市粪溺的治理——以天

津为例》(《中国近代史》第 7期)，以天津为例，探讨了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天津如何制定规章制度、设立

机构和专职人员将粪溺纳入社会管理的研究，这既

属于卫生史的范畴，也属于城市近代化转型的研

究。近代的船运史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已有

相关学者进行了研究。如龚缨晏《中国第一艘轮船

的由来》(《中国近代史》第7期)，利用新发现的资料，

厘清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号的由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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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医疗卫生史是近年研究的一个亮点，有不

少成果问世，对药物与文化交流、医药技术与观念和

制度、医疗团体与东西方医学交流等方面都有研

究。陈明《〈西药大成〉所见中国药物的书写及其认

知》(《中国近代史》第11期)，梳理了书中所提及的在

华调查的西方人、西方人视野中的中国药物等，认为

研究中医药知识应放到东西交流网络中来辨析其自

身角色、地位和影响，并得出中医药在以现代西医为

主体的世界医学网络中开始边缘化的结论。关于西

医技术的引进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探究。李彦昌

《剂型、技术与观念——片剂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

播》(《中国近代史》第11期)，对药品片剂的起源与技

术改进、片剂的在华传播与名称选择、片剂的中西医

比较、剂型与服用体验、技术引进与本土化生产等系

列问题进行了阐释。崔军锋《中国博医会与近代东

亚西医学的一体化发展(1886-1932)——基于〈博医

会报〉相关报道的分析》(《中国近代史》第8期)，从东

西方医学交流互动的视角，对中国的博医会进行了

宏观系统的历史考察。

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

拓，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趋向之一，这不仅是中

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国外史学研究方法与理念影响所

致，也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在寻求近代史研究出路、拓

展近代史研究领域过程中的有益尝试。

3.对晚清史研究的多角度反思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和

思想文化方面最为复杂的阶段，对晚清历史的研究

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但是近年来有关于此

的研究较为薄弱，就如何推进、拓展晚清史研究，2017
年学术界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如崔志海《晚清史研究

百年回眸与反思》(《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回顾

了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及20世纪90
年代三个阶段的晚清史研究状况，并就如何探索近代

史和清史的融合、客观理性看待百年来个案研究流派

和研究范式、努力寻求政治与学术统一等三个方面提

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朱浒《晚清史研究的“深翻”》

(《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建议从主导性研究的问

题意识以及存在的研究误区、以往研究赖以立论的资

料基础在运用上的局限两方面进行“深翻”式研究。

吴义雄《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晚清时期中

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中国近代史》第10期)，
针对近二三十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相对沉寂、研究进

展缓慢的客观现实，建议中外关系史研究应从国史、

国际关系史和全球史三个视角深入研究，并指出目前

这三个方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缺憾。王栋《新时期英

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第9
期)，主要关注的是中外关系史领域里1970-1980年代

和2000-2010年代这两个时段中历史学家的学术贡

献，包括研究的大叙述和主议题、近代中外关系史的

理论问题、新题目和新争议等。

对晚清史研究的重视，意味着晚清史研究将出

现新的发展机遇；而晚清史研究如果能够取得明显

进展，则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研究将产生承上启下

的关键作用。

4.发挥史学求真和致用功能，在近代史研究中

关注与现实紧密相关的研究课题

2017年 6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

实际控制线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

朗地区的正常活动，与我方军队在我国领土内长时

间对峙。因此，厘清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历史由来与

法律依据就显得尤为必要。曾皓《中印边界锡金段

的历史由来与法律依据——兼议印度非法越界行为

的国际法律责任》(《中国近代史》第11期)，厘清了相

关史实，指出印度非法越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与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关国际条约，印度应承担

相应的国家责任。城市人口是当下非常重要的现实

问题，控制北京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是今年政府

的一个重要任务，研究历史上北京人口演变情况对

当今无疑有重要借鉴意义。王建伟《清末民初北京

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人口问题》(《中国近代史》第

8期)，探讨了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引发的人口变

动、密度、性别比例与年龄结构、阶层分化与空间区

隔等问题。这对于人口问题的研究以致当今北京人

口的管理有一定借鉴作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后，学界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日本学者松

浦章《轮船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近代史》第3
期)，鉴于以往学者主要关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

究，则着眼于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对轮船招商

··13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近代史 2018.7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局和日本邮船公司的航运情况，以及轮船时代丝绸

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分析。

5.对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新收获

长期以来，孙中山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人物

研究的“显学”，2016年恰逢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学

界纷纷撰文纪念，很多成果在 2017年初的刊物上呈

现。桑兵《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

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中国近代史》第 4期)，梳
理了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上与在京逊清皇室的交往过

程，也论述了清皇室对中国安定大局的考虑，对五族

共和身份的认同。赵立彬《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

事件的反应》(《中国近代史》第 4期)，剖析了孙中山

在民国初年对各类名誉事件的反应和应对事实。此

外还有张华腾的《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

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中国近代史》第

8期)、雷平的《1912年孙中山访鄂史事考论》(《中国

近代史》第6期)等文章，观点、内容都各具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研究逐渐改

变了以往全盘否定的模式，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客

观深入研究阶段，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

问题，如近年来的学术评价中出现了“捧袁贬孙”的

现象。曾业英《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

吗？》(《中国近代史》第8期)，对近代史研究中一些人

刻意美化袁世凯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商榷，用史实

辨析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及意图。马勇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诸问题》(《中国近代史》第5
期)，通过排比新旧史料，在分析了袁世凯“开缺”的

真相是在安心养病、操持实业的同时，也与朝野各界

保持着必要联系的真实情况。

除了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研究，对其他近代史

人物的研究还有陈阳《宋育仁“封建论”的“地方”与

“天下”》(《中国近代史》第9期)、张建斌《端方与东沙岛

交涉——兼补〈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之不足》(《中

国近代史》第9期)、韦明《文祥“出入夷(营)”考辨》(《中

国近代史》第9期)等文章，新观点、新内容竞相呈现。

三、结语

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

领域，其所具备的学术与现实的多重意义使得中国

近代史研究不仅倍受学界关注，而且争议问题持续

不断地出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充分反映中国近代

史研究的学术水准与研究趋势，展现近代史研究中

的正确导向与多种声音，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致力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2017年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转载的研究成

果，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标。从《中国近代史》专题

刊中我们看到，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坚守以

往已经有了相当研究基础的老问题的同时，不仅还

有新的开拓进取，而且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

究材料等方面也都出现了若干颇具新意的研究成

果。同时，鉴于中国近代史学科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史学与时代紧密相关、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人

物评价更客观公正等方面也更加受到学者的关

注。我们还注意到，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经常

出现的因追逐某些“热点”问题致使研究者“蜂拥而

至”的现象，在2017年有所缓解，这说明中国近代史

研究者在课题意识和选题角度方面更趋理性，研究

视野更为开阔。

当然，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随

着民国热的兴起，许多学者研究领域下移，开始转向

民国，晚清史研究显得逾发冷清；除了少数重大问题

有所拓展和深化、具体研究成果不断积累外，大部分

问题的探讨还有待继续深入；史学研究“碎片化”的

状况仍然十分明显，研究成果以具体研究、微观研究

为主。这一方面说明学者们多关注于自己个人的研

究领域，而整体性的研究观点与研究模式还尚待学

界努力构建；另一方面，对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历

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仍然存在一

些混乱认识，更需要学者通过科学的学术研究去明

确或澄清。另外，加上近代史研究资料的大批涌现，

如何认真辨析旧史料、挖掘新史料，对已有定论的史

实进行重新解析，如何处理老问题和新领域及如何

摆脱“碎片化”的学术研究倾向等，也都需要进行宏

观、理性的反思，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今后应注

意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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