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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32176.htm 一、概况 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始

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

史学高等教育机构。历经105年的风雨坎坷，民主科学的光荣

传统代代相传，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长盛不衰。1903年开设

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民国初年增设历史地理学、考古

学、史学理论与方法、专门史等课程体系。新文化运动中在

陈独秀主持下，北大史学学科体系改革，与国际接轨，得风

气之先。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史学门改称史学系。李大钊、

朱希祖、马叙伦、马衡、叶瀚、陈汉章、陈翰笙、陈衡哲、

冯承钧、何炳松、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董作宾、孟森、

钱穆、陈垣、陈受颐、顾颉刚、范文澜、冯家升、张星、刘

崇、毛子水、姚从吾、郑天挺等史学大师先后在此执教

。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等名校的史学精英汇入北

大，翦伯赞、向达、张政、邓广铭、齐思和、杨人、周一良

、侯仁之、王铁崖、邵循正、苏秉琦等名师云集，再创辉煌

。 北大1998年获得首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历

史学系现有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

学、专门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及考古学8个二

级学科。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中国古代史），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个历史学

博士后流动站。共有1个系直属科研实体（世界史研究院）

，2个藏书共达20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馆



。1个史学文献数字化实验室。本系还设有欧洲研究中心、世

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希腊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所、中

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中外关系史研究

所、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明清

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中外历史文化交流中心

、人才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全系目前承担国家、教育部、省

市、自治区和学校各类项目48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1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类项目20项，学校和其他项目17项

。 二、师资力量 该系目前正承担教学科研工作的专职教师共

有64人，其中教授33人，国内外名校博士学位者42人。该系

特聘长江学者有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王希教授，兼职教授

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先生、国家博物馆朱凤瀚先生

、故宫博物院朱诚如先生等。 三、研究生培养 在研究生培养

中率先实行了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和导师在答辩中回避评议的

制度。1999年以来在历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获得2

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

在教学网络化、课件多媒体化、资料数字化等方面力争走在

前列。中国史课程与教材八十年代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

奖，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3年配上多媒体课

件后又获国家精品课程奖。主干课程多已制作多媒体课件并

挂上网站，30%的课程开设了网上讨论和提交作业功能。 四

、就业前景 一百多年来，历史系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本科、

研究生4500余名，许多人成为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带头人

，更多人在政府部门、经济管理、财政金融、文化事业、新

闻传播、国际交流等领域担任重要职务并做出杰出贡献

。20022004年间硕士生毕业率为87%，共毕业110人，其



中9.2%攻读博士学位，19.4%到高校工作，8.3%到科研机构

，17.5%到党政部门，12.3%到传媒出版单位，18.5%出国留学

，3.7%到公司企业工作。同期博士毕业率78.4%，共毕业80人

，56.9%到高校任教，27.6%到科研机构，6.3%到传媒出版单

位，5%攻读博士后，2.5%出国，1.2%到公司企业工作。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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