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史料与方法：1950 年代中国研究的新视野”高级研修班招生简介 

 

主办单位：哈佛燕京学社和复旦大学历史系 

 

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在全球世界越来越引起关注，然而，1949 年以来的中国的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学界仍需要加强了解。毋庸置疑，中国 60

余年的变迁经验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为当代中国研究能融入国

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讨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最近一、二十年里，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信息的公开。绝大多数的地方档案馆已

经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向公众与学者开放 1978 年之前的档案，其中 1950 年代的

档案为数尤巨。民间史料的征集与利用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同时，中共党史

文献部门也编辑和出版了大量新史料，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人的个人文集或选编的专

题史料。然而，这些新资料是否已经受到足够的重视，并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呢？对这些新资料，我们应如何解读和分析呢？ 

史学研究者大都认识到，目前中国与海外的当代中国研究，就其多数研究成果

来看，并未真正开始好好利用上述新资料，大多数学者仍然利用现成的旧资料进行

研究工作，如公开出版的书籍，统计年鉴、报刊等。如果学者们不能将最近出现的

新史料与既有的旧资料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并做综合分析，难免会让人感到遗憾。 

因此，学术界如何能将最近十年来激增的当代中国史料置入主流的史学研究范

围，同时，并结合既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卓有成效的实证性与理论性的分

析？这个问题无疑会给目前中国研究学者带来一个富有意义的巨大挑战。面对浩瀚

的新史料，我们希望愿意投身于此领域的研究者，无论他们是在中国，或海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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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构成一个新的研究网络，利用尽可能完整的新史料来推动中国研究的发展，并使

这一领域走向一个新的境界。 

为此，上海复旦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于 2012 年 1 月 10-16 日在复旦大学

举办以“史料与方法：1950 年代中国研究的新视野”为主题的高级研修班。我们计

划招募 20 名左右来自各地的年轻学员（包括在读博士研究生和年轻的科研人员），

进行一周的密集式讨论。研修班将邀请 6-10 位这一领域内的中外资深研究者举办专

题讲座，讲授个人的研究体会，与学员分享与新史料利用直接有关的实际研究经验，

包括资料查阅、解读、分析等各方面的知识。研修班也会安排时间，让学员们集体

交流，探讨如何运用新材料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如何从一手资料中发现问题，形

成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在整个培训过程中，本项目希望各位参加的学员能够结合个人的学术背景和研

究兴趣，发现原创性的研究议题，找到研究的切入点以及创新的观点。研修班结束

后，本项目将择优录取来自亚洲高校的极少数优秀学员，在下一学年前往哈佛燕京

学社进修。通过这种良性的学术交流，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崭新的学术风气，推

动中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