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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

四川师范大学屮国近现代史专业于 1996年经四川省教育委员会批准,成 为四川省第二批普

通高校省级重点学科。从 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研究生开始,经过 14年 的发展,该

学科点已经成为培养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

该学科师资力量雄厚,从 1985年 以来,先后在该学科点担任教学科研工作的有 5位教授、6

位副教授、7位讲师,现仍有 3位教授、2位副教授、l位讲师在第一线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其中具

有博士学位者 1位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 1位 ,具有硕士学位者 4位。另外还聘请校外著名专家

学者任兼职教授,定期到校讲学。学术带头人为杨天宏教授。

经过多年的发展,该学科点已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含宗教史 )、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四川及

周边地区近现代史研究等三个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并在国

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在宗教史研究方面,杨 天宏教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一书,以

19” 年至 1927年 的非基督教运动为个案,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该书出

版后,引 起较大学术反响,被香港《建道学刊》誉为
“
大陆中国迄今最完各的研究基督教这段历史

的学术专著
”
。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 亦发表长篇书评,认为该书的出版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宗

教史研究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彭久松教授的《ru国契约股份制》一书,以 四

川自贡近代盐业股份制经济的历史发展作为个案展开研究,极大地深化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

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侯德础教授的《中国工合运动研究》一书,对现代工业合作运动进行

研究,廾拓了现代经济史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受到国内外学术界

的高度评价,誉 为
“
开创性的学术著作

”
。邓绍辉副教授的《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一书将晚清

财政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亦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另外,杨天宏教授承担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清季自开商埠史略》也已完成,准各出版,其阶段性成果已经受到较为广

泛的关注c

该学科点教学科研成果突出,从 1986年 以来,师生共出版专著 13部 、泽著 3部 、教材 9部 ,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60余篇,其 中在核心刊物发表的共⒛ 余篇。先后承担国家

课题 5项 、部省级课题 5项 :教学科研成果突出,共获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 ,国 家
“
五个一

工程
”
优秀成果二等奖 l项 ,省 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 2项 、三等奖 8项 ,省 历史学会优秀成果奖

14项 。培养毕业硕士研究生 ll届 共 40余 名,全部获得硕士学位,并招收韩国籍硕士生 1名 、进

修生 1名 。研究生在校期间平均每人发表学术论文 2篇 ,有 3名 在核心刊物《近代史研究》L发

表了3篇论文。已毕业的研究生有 5名 考 L外 饺博士研究生,其 中一名已进入博士后流动站 :

已经工作的硕士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

日前,该学科点在全力提高教学科研质量的同时,正着眼于学科的跨世纪发展。现在正呔事

的工作主要有两项 :—^是抓紧师资队伍建设,物色并设法引进优秀专业人才,动员教师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 ;二是进一步抓好图书及其他教学科研硬件设施的购王,千方百计为学科点创造优越的

教学科研条件。该学科点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决心为把学科点建设成具有一流教学科研水平、在

国内外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和相应学术地位的名副其实的省级重点学科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