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历史学栏目推荐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要由哲学 、历史学 、中外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四个版块构成。

稿件的录用以其学术质量为唯一准则 ,强调理论性 、原创性以及不存在任何著作权争议 ,多数文章

受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基金资助;作者不拘地域 ,遍布海内外相关研究机构 ,作者大多具有博士

学位或者副高以上职称 。

历史学栏目是目前正在调整和重建的版块 ,下设“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

究” 、“德国史研究” 、“二战史研究”等栏目。现分别推荐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传统文化蕴含有极其丰富的当代价值 。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 ,不能仅只简单地“拿来” ,而必须

全面理解和研究传统文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挑战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 ,导致世

界各国的传统文化都在痛苦地呻吟和反叛 。由于历史背景 、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制约 ,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特别是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历史沉积的糟粕 ,历史提炼的精华 ,形成传

统文化的一体两面 。因此 ,站在现代的角度 ,体味传统文化 ,解析传统文化 ,对于民族的成长和国家

的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刊将重点建设此专栏。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是中国历史治乱循环中的重要一环 ,蕴含丰富的历史学研究课题。如关于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分期问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性质问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贵族制以及贵

族制与官僚制的关系问题 ,隋唐帝国的性质 ,唐宋变革的定性 ,武周革命 、安史之乱 、藩镇及党争等重

要历史事件或者现象 ,以及这一时期的政治 、社会 、文化以及宗教问题 ,其中包括各种国家制度 ,如官

制 、选举 、礼仪 、制敕 、律令 ,地域史 、都城史 、佛教史 、道教史以及敦煌 、吐鲁番的研究 ,等等 ,都是中外

史学家常做常新的选题。因此 ,本刊重建此专栏 ,以推动对这一历史时段的研究。

德国史研究
　　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它在二战后的迅速

崛起 ,无疑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传奇和典范 。值此现代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和谐成为世界普适价

值之际 ,对德国历史进行反思尤为重要。因此 ,本刊以中国德国史学会为依托 ,独家推出德国史研

究专栏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 、战斗最为惨烈 、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 ,

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伟大转折点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

际关系 、战争格局 、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世界政治 、经济和文化变迁 ,历来都是史学界感兴趣的

研究课题。本刊将加强建设这一栏目 ,以求不断地从新的角度警醒当今世界 ,避免重蹈覆辙 。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为求以真史醒世 ,本刊刊登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追求民族独立与民主而斗争的历

史的所有选题 ,以期真实记载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沧桑巨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