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 
中国史(0602)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介绍 

中国史是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有人类活动以来的中国历史，

涵盖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研究范畴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治、经济、区域、社会、民

族、边疆、军事、思想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中山大学中国史学科创立以来，陈寅恪、

岑仲勉、梁方仲、陈锡祺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史学家先后担任教学工作。先辈学者建立的基本

结构与学术传统迄今一直得以延续。本学科课程特色有三：1）注重以典章制度为核心的基

本功训练；2）注重历史文献之阅读与分析实践；3）注重历史知识的层累过程与解释体系由

来之分析。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旨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通过专业训练，培养具有自觉的学术意识、理性

的科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学术操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学术追求，

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品德良好，有较强的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的专门人才。通过培养，

研究生应具备宽广的中国史基础知识和坚实的理论水平，能够掌握与本学科密切相关的其他

学科的基础知识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熟悉国内外对于本学科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发

展趋势，能够熟练应用外国语，具备良好的科研素质和较强的科研能力，研究选题应当具有

创新性，能够独立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按照《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学制 4 年。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

者，须按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学校批准，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每

次申请延长不超过 1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7 年。凡未按规定时间提出申请，或申请未

获批准而超期者，视为自动失去学籍。 

 
四、研究方向 

1、先秦史 

2、秦汉史 

3、魏晋南北朝史 

4、隋唐史与敦煌学 



5、宋辽金史 

6、明清史 

7、中国历史文献学 

8、中国社会经济史 

9、历史地理 

10、历史人类学 

11、中国近代史 

12、中国现代史 

 
五、培养方式 

本方案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培养，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建立了有利于

发挥学术群体作用的培养机制。同时，该方案的课程设置注意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教学中，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

和写作能力。 

该方案除专业基础课和各断代选修课外，还包括相关专业的学术讲座，同时，要求研

究生在读期间要参加学术报告、讨论班等学术活动，还要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

以拓宽学术视野，提升综合能力。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生应修必修课不少于 18学分，课程设置如下：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英文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 负责

人 

备注 

必修课 公共课 MAR7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Marxism of China and Contemporary World 

0 3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必选 

MAR700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Marx,Engels and 

Lenin’s Classics 

18 1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FL-7001 第一外国语（英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English) 

120 5 外 国 语

学院 

五 选

一 

FL-5002 第一外国语（日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120 5 外 国 语

学院 

FL-5003 第一外国语（法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French) 

120 5 外 国 语

学院 

FL-5004 第一外国语（德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German) 

120 5 外 国 语

学院 

FL-5005 第一外国语（俄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Russian) 

120 5 外 国 语

学院 



专业基

础课 

HS-7118 中国史理论与学术前沿 

Theory and Academic Frontier of Chinese 

History 

54 3 导师组 必选 

HS-7141 中国历史文献考释 

Interpretations o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54 3 导师组 必选 

HS-5156 学术规范与学位论文写作指导 

Principl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writing 

36 2 导师组 必选 

专业课 HS-7105 中国史专题研究 

Topics on Chinese History 

36 2 导师组 必选 

选修课  HS-7112 中国历史区域地理 

the Chinese History of Regional Geography 

36 2 吴滔 中 国

古 代

史 各

方向 

 HS-7113 历史地理文献与信息 

Texts and Information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36 2 谢湜 

 HS-7114 历史地理专题研究 

Subject Research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36 2 吴滔、谢

湜、于薇 

 HS-7115 历史地名学与历史地图学 

The Historical Toponymy and Historical 

Cartography 

36 2 吴滔、谢

湜、于薇 

 HS-7116 考古学专题 

Field Course: Archaeology 

36 2 导师组 

 HS-7117 先秦史专题 

Field Cours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36 2 于薇 

 HS-7119 秦汉史与简牍学 

History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Science 

of Inscribed Bamboo Slips and Wooden 

Tablets 

36 2 于薇 

 HS-7120 中古士族社会研究 

The great clans in Medieval China 

36 2 范兆飞 

 HS-7121 碑志文献与中古史研究 

Study on the Inscriptions of Medieval China 

36 2 范兆飞 

 HS-7123 汉唐道教经典和道教史研究 

Studies on the Daoist Scriptures and History: 

from Han to Tang 

36 2 王承文 

 HS-7124 隋唐史料与专题研究 

Studies on the Sui and Tang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36 2 王承文 

 HS-7125 敦煌文本写本专题研究 

Studies on the Dunhuang Transcripts 

36 2 向群 

 HS-7126 敦煌禅宗文献研究 

Studies on the Dunhuang Texts of Zen 

36 2 万毅 

 HS-7127 中古佛道关系研究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eval 

Buddhism and Daoism 

36 2 万毅 



 HS-7128 宋辽金史研究学术史 

the History of Scholarships on the Song, Liao, 

and Jin History 

36 2 曹家齐 

 HS-7129 宋代史料书研读 

Studies on the Song Historical Books 

36 2 易素梅、

胡劲茵 

 HS-7130 明清思想史专题研究 

Studies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36 2 刘勇 

 HS-7131 明清政治史专题研究 

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36 2 刘勇 

 HS-7132 新儒学经典研读 

Studies on the Neo-Confucian Classics 

36 2 刘勇 

 HS-7133 明清社会经济史 

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36 2 陈春声、

刘志伟、

黄国信 

 HS-7134 明清边政与族群 

Studies on the Frontier Policies and Ethnics 

36 2 温春来 

 HS-7135 西方明清史研究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n the Western Studies of 

the Ming and Qing History 

36 2 陈春声、

黄国信 

 HS-7136 明清货币金融史 

the Ming and Qing History of Currency and 

Finance 

36 2 陈春声 

 HS-7137 盐政与明清社会经济 

the Salt Policies and the Ming and Qing 

Society and Economy 

36 2 黄国信 

 HS-7138 明清户籍赋役制度研究 

Studies on the System of Huji Register and 

Taxatio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36 2 刘志伟 

 HS-7139 历史人类学导论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36 2 刘志伟、

温春来 

 HS-7140 历史与社会理论 

Theorie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36 2 刘志伟、

黄国信 

 HS-7142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Study on History of Modern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36 2 吴义雄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各 方

向 

 HS-7143 晚清政治史专题 

Topics on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36 2 关晓红 

 HS-7145 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 

Topics o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36 2 赵立彬 

 HS-7146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专题 

Topics on Education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36 2 曹天忠 

 HS-7147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 36 2 孙宏云 



History of Political System in Modern China 

 HS-7148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Study on Soci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36 2 何文平 

 HS-7149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 

Study on Social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36 2 敖光旭 

 
七、培养环节与要求 

实行学分制，要求博士生至少修满 18 个必修学分，学位论文不计学分。 

博士生的培养工作采取导师负责制，指导方式可采取导师指导和指导小组（或指导委

员会）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采取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扎实的理

论学习基础上，博士研究生需按规定承担相应的助教工作，并应积极参加导师的课题与科研

项目进行实践，锻炼学术科研能力及学术论文撰写能力。 

博士生个人培养计划由博士生导师负责，在指导小组指导下和博士生共同制定，在入

学后 3 个月内完成。博士生个人培养计划必须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范围、主要内容以及大

致的要求做出规定。 

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一般在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12 月底前完成，具体时间由各教研室根

据实际情况而定。开题报告工作是博士生中期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进行中期考核前首

先完成开题报告的各项工作，未通过开题的研究生不予通过中期考核。相关程序按照《中山

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管理办法》执行。 

博士生应在第二学年秋季学期结束前参加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思想品德、课程学习、

身心健康、开题报告等方面。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相关程序按照《中

山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执行。 

学位论文的预答辩一般在第四学年秋季学期 12 月底前完成，具体时间由各教研室根据

实际情况而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表明作者具有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未通过预答辩者，不予受理答辩申请。相关程序按照《中山大学历

史学系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执行。 

 
八、学位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完成学位论文。博士生论文选题应具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同时考虑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选题应尽可能体现学科的前沿性、视角的独特

性、研究的创造性和成果的应用性。 

1.规范性要求 

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格式规范，论文中英文摘要文字简明扼要、清楚反映论文的基

本内容及结论；论文的文献征引、调查资料举证，必须清楚完整地注明出处，概念、术语、

数据等使用均应符合国家出版物的统一规定。论文的字数不宜少于 10 万字，论据可靠、论



证充实，符合学术规范，严禁抄袭。 

2.质量要求 

中国史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是原创性成果，需要具有学术性的创新，具体包括新材料、

新方法、新技术、新视角、新结论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有较全面的创新与学术价值，

达到本领域的研究的较高水平。 

 
九、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并且成绩达标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要求、答辩及学位授予程序严格按照《中山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博士生通过学位审核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博士生毕业证书。

凡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但答辩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同意予以毕业者，或参加毕业论文答

辩通过者，通过审核，发给博士生毕业证书。凡未通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

3 个月以后、2 年以内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含论文评阅）一次，通过答辩和学位审核者

授予博士学位。将按照一级学科毕业并授予学位。 

 

十、必读和选读书目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及出版社 必(选)

读 考核方式 备注 

1.  《三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考查 

中国古

代史各

方向 

2.  《资治通鉴》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考查 

3.  《新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考查 

4.  《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考查 

5.  《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考查 

6.  《居延新简》 北京：中华书局，1994 必读 考查 

7.  《大唐开元礼》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必读 考查 

8.  《敦煌宝藏》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黄永武主

编 必读 考查 

9.  《道藏》 北京文物出版社等 必读 考查 

10.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成文书局 必读 考查 

11.  《明会典》 扬州：广陵书社，2007 必读 考查 

12.  《明实录》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7 必读 考查 



13.  《明经世文编》 北京：中华书局，1962 必读 考查 

14.  《清会典事例》 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必读 考查 

15.  《人类学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9 年 必读 考查 

16.  经典作家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

有关篇目 各文集、各出版社 必读 考查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各方向 

17.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著 必读 考查 

18.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著 必读 考查 

19.  《中华民国史》 李新等主编 必读 考查 

20.  
《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8

卷本） 
桑兵、关晓红主编 选读 考查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史学会编 选读 考查 

22.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文海出版社 选读 考查 

23.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选读 考查 

24.  
近代中国重要人物文集、传记、

年谱（林则徐、曾国藩、康有为、

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等） 
各出版社 选读 考查 

25.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选读 考查 

26.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选读 考查 

27.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选读 考查 

28.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选读 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