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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理论前沿》

内容概要

本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科理论课题“中国史理论前沿”的最终成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部分科研人员集体合作完成。本书以目前学科分类和学科现状为依据，力求方向全面和重点突出相结
合，通史与断代史、专门史相结合，研究理论和方法示范相结合，入门与提高相结合，主要按中国史
二级学科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史学理论、专门史等展开，又兼顾横向的城市史、区域史、文
化史、医疗卫生史等专门领域。主要介绍近五至十年中国史学界的理论前沿问题，在翔实的叙述中引
导理论和方法的突破。结合全书布局，每位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和研究兴趣撰写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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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健，男，汉族，1965年9月生，籍贯江苏江阴。历史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当代史室主任、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上海世界史学会理事、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理
事、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
主任、上海侨务理论中心学术委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专家。

Page 3



《中国史理论前沿》

书籍目录

目录
导语 中国史学科发展的趋势与新理论方法
第一章 近年来古代城市史研究的新动向
第一节 基于考古资料的古代城市史研究
第二节 为区域社会史笼罩的古代城市史研究
第三节 与历史城市地理合流的古代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空间研究
第四节 古代城市史研究另辟蹊径：城镇研究、城市治理、城市生活
第二章 江南史研究的新动态
第一节 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变化
第二节 从不同视角、研究路径考察江南城镇史
第三节 专题研究的深入
第三章 近世中国的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民间信仰研究
第二节 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共同体：作为方法的民间信仰研究
第三节 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
第四节 民间信仰与制度性宗教
第五节 对于未来研究趋势的瞻望
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国家构建问题
第一节 基层政权与税收体系
第二节 警察制度与社会控制
第三节 公共利益与公意
第五章 中国近代国家与地方关系：英语学界的观察
第一节 从晚清到民初：现代国家政权建设
第二节 南京十年：集权与自治
第三节 结语：“对分模式”
第六章 近代外交史研究新取向
第一节 走向世界：“国际化的民族主义”与“文明国化”
第二节 “废约”之外有“修约”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的外交互动
第四节 强调连续性的贯通视野
第五节 建立于文献批判之上的实证取向
第七章 从“社会治理”看中国现代史
第一节 商会史研究
第二节 职业协会研究
第三节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法律视角
第八章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最新观点与重大理论创新
第三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四节 前景展望
第九章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第一节 研究对象
第二节 研究取向
第三节 学科形态
第四节 发展趋势
第十章 海外中国当代史研究现状及特点
第一节 回顾与总结

Page 4



《中国史理论前沿》

第二节 动向及特点
第十一章 想象、叙事与文化的再发现：新社会文化史的方法拓展及理论反思
第一节 从年鉴学派到超越年鉴学派：社会史的文化转向
第二节 新社会文化史的三种模式
第三节 新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反思
第十二章 中国大学史的研究取向与方法
第一节 中国大学史与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第二节 中国大学史与近代中国的“地方性知识”
第三节 突破“北大神话”：探寻近代中国大学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第十三章 中国城市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研究概况
第二节 中国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
第三节 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
第四节 “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
第五节 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与中外学术互动
第十四章 时空维度与城市史研究的新趋向
第一节 聚焦城市史研究中时空维度的背景
第二节 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三节 代表学者与相关文献
第四节前景与展望
第十五章 中国交通史学的研究成就与发展前景
第一节 中国古代交通史
第二节 铁路交通史
第三节 水上交通史
第四节 不足与机遇
第十六章 租界法制史研究的现状与拓展空间
第一节 学术回顾
第二节 学术现状
第三节 学术趋势及相关问题
第十七章 城市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经验主义
第二节 实证主义
第三节 行为主义
第四节 结构主义
第五节 人本主义
第六节 后现代主义
第七节 时间地理学
第十八章 “数字历史”的最新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数字历史”的概念
第二节“数字历史”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数字历史”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个研究领域
第四节 数字时代的历史书写与表现形式
第十九章 中国器物文明研究的理论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器物文明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第二节 近代器物作为研究重点的确立
第三节 研究动态与主要成果
第四节 前景与价值
第二十章 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医疗社会文化史的学术回顾

Page 5



《中国史理论前沿》

第二节 殖民医学史
第三节 身体史与社会性别
第四节 医学与物质文化
第五节 医患关系
第六节 医疗社会文化史的前景展望
第二十一章 口述历史研究：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导言
第二节 口述史学基本理论
第三节 口述史研究方法
第四节 口述史研究代表论著与学者
第五节 前景展望
第二十二章 全球卫生外交研究：范式、议题与进路
第一节 公共卫生的全球化与全球卫生外交研究
第二节 全球卫生外交研究的议题
第三节 全球卫生外交的研究路径
第四节 中国代表学者与相关文献
第五节 结语
第二十三章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及后后现代主义的脉动
第一节 从现代主义/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
第三节 写历史：历史三构、重归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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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好的一本工具书，300页出头的篇幅，定价惊人，虽然各章水平有点参差不齐，但仍不失为一
本优秀的参考书。最受启发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国家构建问题》、《中国近代国家与地方关
系：英语学界的观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及后后现代主义的脉动》三章。接下来要
做的就是按图索骥，顺藤摸瓜，把书中出现的参考文献找出来翻一翻。
2、前沿不假，但观点与见地却不那么“前沿”。定价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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