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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我系代表参加学校“双代会”

3月 20 日至 27 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十五届工会会

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我系瞿骏、梁志、王进

锋、王应宪、肖琦五位老师作为双代会代表参加会议。

 系党委与校宣传部党支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开

展联学暨集体备课活动

3月 14 日下午，系党委与校党委宣传部党支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中共

一大纪念馆党委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展联组学习暨集体备课活动。系党委书记瞿

骏作《在党史经典阅读中深化党史学习》专题讲座，从“复杂中国”的视角分析

了我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与会同志围绕党史育人、大思政课教学等问

题开展了交流研讨，并集体参观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

展览。系党委副书记王应宪、副系主任朱明、李晔梦参加本次学习交流活动。

 系党委联合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开展党建工作沙龙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基层党支

部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党员发展与教育工作，3 月 27 日，历史学系党委联合

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开展专题党建工作沙龙活动。活动邀请校组织部干事陈

夏阳为两院系学生党支部作专题讲座。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专职组织员张琪、我

系专职组织员张园以及两院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参与本次活动。



 我系联合中文系 2023 级硕士党支部前往嘉兴南湖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3月 23 日，我系和中文系 2023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前往浙江嘉兴南湖联合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深入学习“红船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感受信仰力量，牢

记使命担当。

 “星火·远航”项目获评“优秀志愿者团队”并启动新一轮宣讲服务

我系与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联合开展的“星火·远航”项目启动至今，始终

坚守以文化科普服务社会的初心，培养两期成员，开展十余场宣讲活动，在博物

馆举办的 2023 年度优秀志愿者表彰活动中获得“优秀团队”荣誉。2024 年寒假

期间，在本科生党支部指导下，项目成员积极探讨交流，开发特色科普课程，为

近 200 名中小学生带来丰富精彩的航海文化体验。

科研

 黄纯艳、孟钟捷、李文杰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

科学）

根据《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和《第九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实施办法》规定，经组织专家

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奖励委员会审议通过，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共评选产生奖励成果 1491 项。其中，我系黄纯艳教授的论

文《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孟钟捷教授的著作《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研

究》获三等奖，李文杰教授的著作《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

获青年成果奖。

 项目结项

谷继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蒙关系史实证研究（1949—1968）”于

2024 年 1 月顺利结项。



 高水平期刊论文发表

谷继坤：《一九五二<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与实施》刊于《中共

党史研究》，2024 年第 1期。

李里：《中共地下党对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1927-1935)》刊于《中

共党史研究》，2024 年第 1期。

李磊：《陈朝初年的政治脉络与权力传承——以陈文帝入纂为中心》刊于《史

林》2024 年第 1期。

王锐：《文明的冲突，还是政治的冲突？——“文明冲突论”的思想史解读》

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24 年第 1期。

李文杰：《汇丰台防借款与近代中国外债模式的确定》刊于《近代史研究》

2024 年第 2期。

赵四方、金菊园：《杨廷和<视草余录>的成书、版本与史料价值 》刊于《文

献》2024 年第 2期。

 期刊论文转载

王进锋：《先秦时期的海上航行》转载于《新华文摘》2024 年第 5期。

李孝迁：《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

年第 3期。

刘啸：《从职位到官位：以魏晋南北朝的中正为例》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

报资料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24 年第 2期。

瞿骏：《由学生辈观老师辈：对“学衡”研究的思考》，转载于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文摘》2024 年第 1期。

王锐：《重思蒋廷黻的帝国主义观》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

史学文摘》2024 年第 1期。

谷继坤：《新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探索——以旅蒙华侨回国为



中心的历史考察（1950-1951）》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文

摘》2024 年第 1期。

刘亚娟：《从向下到向内：发现中共思想史的社会史结构》转载于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2024 年第 1期。

张耕华：《吕思勉论史三题》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

2024 年第 3期。

 著作出版

王东 胡逢祥 等著：《当代台湾人文学术九讲（1950-2010）》上海人民出

版社，2024 年 3 月版。

李磊 著：《流風回雪：六朝名士的廟堂與山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年 3 月版。

李世众 著：《温州通史》(清代卷)，人民出版社，2024 年 1 月版。

冯筱才 郭子健 编：《赖永初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 2

月版。

 会议活动

全球史与区域史——区域国别研究的圆桌论坛举行

3 月 14 日中午，我系举办了一次青联会午餐沙龙，邀请来访的坦桑尼亚、

德国、美国学者与我系的青年教师开展了一场圆桌论坛。其中，坦桑尼亚的达累

斯萨拉姆大学和德国的奥格斯堡大学是我系设立海外工作站的高校，趁此次活动，

两大海外工作站会面，并计划未来召开五大海外工作站的联席会议，加强华东师

大历史学系的全球网络联盟，推进世界史学科建设。此次活动也邀请了正在访问

我校的外国学者。在两个多小时的圆桌会话中，非洲、欧洲、美洲与亚洲的学者

围绕着“全球史与区域史”的主题，进行了一场非常热烈且富有启示的讨论。



阿兰·梅吉尔教授完成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访学之行

3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代欧洲思想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

研究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访问我系，并带来了两

场讲座和两次读书会活动，吸引了校内外师生的广泛参与。我系范丁梁副教授主

持该系列学术活动。3 月 6 日和 3 月 13 日，梅吉尔教授先后做了题为“不确定

且混乱的时代中对历史学的若干批评”和“历史的用途——论‘非实用的过去’

的不可或缺性”的两场讲座。3 月 7 日和 3 月 14 日，梅吉尔教授以科林伍德和

科泽勒克的著作为主题进行了两场读书会活动。在四次学术活动中，梅吉尔教授

睿智深刻的见解给与会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 14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吕思勉手稿珍本丛刊》新书

发布会举行

3 月 24 日，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 14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吕思勉手稿珍本

丛刊》新书发布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报告厅举行。本次活动

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和上海市“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社科创新基地联合主办，来自

上海古籍出版社、常州三杰纪念馆、上海社会科学馆、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澎湃

新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高校、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参加，华东师范

大学历史学系“思勉班”同学列席旁听。纪念活动旨在回顾吕思勉先生对中国现

代学术发展的卓越成就，传承先生观其会通、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

 讲座

苏珊·波普：全球环境史视角下的冷战——历史教学中的人类世进路

3月 7日下午，苏珊·波普（Susanne Popp）荣誉教授受聘仪式在华东师范

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室举行。德国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学系历史教育学



荣休教授苏珊·波普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国（境）外荣誉教授。校党委副书记孟

钟捷教授，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程晓红女士，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瞿骏教授，系副

主任朱明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赵继珂副教授，历史学系杨彪教授，徐继玲副

教授，葛君副教授出席受聘仪式。受聘仪式由历史学系范丁梁副教授主持。

受聘仪式结束后，苏珊·波普教授做了题为“全球环境史视角下的冷战——

历史教学中的人类世进路”的讲座。

Hezron Romanus Kangalawe：东非历史间的联系

3 月 15 日下午，我系“大夏世界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12 场在系 1330 室举

办，此次讲座主题为“东非历史间的联系”，主讲人是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

学历史学系主任 Hezron Romanus Kangalawe 教授。会议由系副主任朱明教授主

持，我系沐涛教授、刘伟才副教授、Timothy Baycroft 教授等，以及来自华东

师大诸院系的多名学生参与。

Andrea Azizi Kifyasi：中国——坦桑尼亚关系史

3月 15 日 14:30，我系“大夏世界史论坛”青年学者讲座第 4 场在 1330 室

成功举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讲师 Andrea Azizi Kifyasi 带来题为“中

国—坦桑尼亚关系史”的讲座，我系刘盈莹老师担任本次讲座主持人，沐涛、朱

明、Timothy Baycroft 等老师和系内外多名学生参与。

张耕华：读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的几点体会——我们需要怎样的通俗

史学

3月 18日 14:30，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 140周年首场学术讲座在人文楼 5303

室举行，主题为“读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的几点体会——我们需要怎样的通

俗史学”，我系张耕华教授主讲，系党委书记瞿骏教授主持。

虞云国：吕思勉史学的当代意义

3月 21 日下午 15：00，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虞云国教授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室进行了题为“吕思勉史学的

当代意义”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

140 周年系列讲座的第二讲。我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杰主持

讲座。

学工

 我系研究生会获评校“红旗研究生会”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建设考核方案》，本着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对申报各院系研究生会进行量化考核和现场汇报评分，共产生 10

个“红旗研究生会”。我系研究生会荣列其中。

 我系学生社会实践项目获评校 2024 年第一阶段主题社会实践优秀项目

按照《关于开展华东师范大学 2024 年第一阶段主题社会实践的通知》要

求，我校共有 629 支社会实践团队开展了实践项目。经各单位推荐、答辩评审

等环节，授予 40 个项目“华东师范大学 2024 年第一阶段主题社会实践优秀项

目”。我系《“一江一河”：闵行沿江沿河历史文脉传承实践》项目荣列其中。

项目负责人：王铭禹，团队成员：王维祎、颜雪纯、杜禹铭、赵子月、沈顾欣

瑜、廖雪娇。

 2022 级、2023 级本科生开展“铭记历史，心向未来”联合班团活动

3月 30 日上午，我系 2022 级、2023 级本科六十余名同学，前往龙华烈士

陵园举行“铭记历史▪心向未来”主题班团活动，感悟革命历史的沧桑、悲壮，

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献身的革命先烈。

台研院

 2024 年度沪台交流重点项目立项评审暨交流活动举办

3月 22 日，由台湾研究院承办的 2024 年度沪台交流重点项目立项评审暨交

流活动在普陀校区逸夫楼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上海市各相关单位的 50 个项



目参与本次评审。

 上海市台联和台湾研究院开展统战研究合作

3 月 28 日下午，台胞抗日史专题研究开题暨专项工作启动会议在普陀校区

逸夫楼学术交流中心举行。当天同时举行上海市台联和华东师范大学开展统战研

究合作签约仪式。根据框架协议，市台联与华东师大台湾研究院将依托各自优势，

就台胞抗日史研究等重点课题开展深度合作，共同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和促进祖

国统一贡献力量。华东师大台湾研究院院长、课题组负责人王东就课题研究总体

设想作了介绍并主持分专题汇报。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举行

3 月 31 日，由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章

亚若教育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经贸促进总会联合主办的以“点亮共同记忆•增

进血脉亲情”为主题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在我学逸夫楼举行，两岸

40 余名学者和 50 余名台湾青年出席。论坛还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两岸专家学者

围绕“清明习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清明习俗与两岸文化认同”等议题展开

了深入的讨论。活动中，两岸青年学生以“手绘纸 ”“清明茶体验”“青团茶

点制作”等形式，体验清明节气特有的传统习俗。

人事

3 月 8 日，教师教育学院徐继玲老师调至我系工作。

工会

 我系教师参加校“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并获得奖项

3月 8日上午，华东师大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14 周年暨先进表彰

大会在普陀校区工会一楼多功能厅举行，我系邓利萍、李世众老师夫妇，郭又新、



姚昱老师夫妇获得 2022—2023 年度“比翼双飞模范佳侣”奖；姚远梅老师参与

教职工合唱团演唱《萱草花》。

 系工会组织女教师拍摄相片活动

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我系工会组织女教师拍摄相片。

 系工会发放福利提货券

本月，我系工会发放了上半年福利提货券，此次有三种提货券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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