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下设 

“全球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北京外国语大学 

二级学科名称：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所属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该学科内涵及设立该学科的必要性 

    “全球史研究”是以跨国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型历史学分支学科，以全球史的研究来

打破传统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从全球史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包

括中国史在内、超越国别史的视野、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新学科。全球史研究的跨国视

野，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文化、跨国家、跨地区、跨语言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

实际上是用跨文化方法做研究的专门史。除了历史学的方法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

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被借鉴到这一学科的研究之中。 

    全球史的观念从 1963 年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出版以来，逐渐为西方学界所接受。

1980 年代这一概念在美国逐渐得到普及。美国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所谓“world history”实

际上都是一定意义的全球史，其内涵是“具有世界性关联的历史”，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世

界国别史”。近年来整个历史学经历了“全球史转向”，治史实践、观念、视角和方法都得到

了改变。 

    目前在国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等都有类似的硕士研究生专业，

但侧重跨国别的历史事件的比较研究。我们这一专业的研究内涵更加宽泛，将对同类现象或

同一主题进行跨文化的专题研究，诸如政治事件、制度、性别、移民、留学、贸易、传教、

技术、概念、环境、疾病、翻译等等。 

    全球化以来，各种新的问题意识的出现使得仅靠原来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无法应对。

在理论研究的诸多维度和方式中，比较和转化是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的视域和研究

范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史研究”学科可以超越原来的世界史或中国史的一级学科，

实现学科建设新的创新和提升，进而在比较研究中完成由单项为主的借鉴向双向甚至多项的

互动这样一种转变和突破，实现理论资源的共享和互补，由此促进我国的全球史研究融入全

球的研究中去。 

    将跨文化的自觉意识引入专门史的研究领域，是跨文化向纵深拓展的突出体现。就此而

言，在对全球史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中，把跨文化比较研究从方法论上升到学科，既具有必要

性和重要性，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肯定的是，设置“全球史研究”学科的意义会逐渐凸显出来。 

    研究方向的设立同样很重要，它一方面能够明晰理论研究的重点，凸显理论研究的特色

优势；另一方面能够清楚教学和研究团队的学科归属，锻造队伍的合力优势。基于北京外国

语大学的多语种的特色优势的实际，根据学术带头人、学术方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队伍发展

的需要和实际，该学科设置的主要方向有以下两个： 



 （1）作为方法论的全球史——全球史观 

  

    跟以往分裂来研究世界各个部分以及不同领域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研究打破了民族国

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全球史学者认为，

世界通史的基本叙事单位应该是相互具有依存关系的若干社会所形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能

只覆盖局部地区，但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本方向所涉及的内容，

实际上是对大航海以来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理论——全球史观进行梳理，着重阐述不同文化

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联系的过程上面，并深入探讨运动变化的机制。 

  

（2）作为研究领域的全球史——近代以来的中外互动史 

  

    由 1500 年开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在亚欧大陆内部，特别是在

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为追求原料和市场，随着哥伦布打开新航线，

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东西两岸、稍后还有大洋洲，都加入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文明

世界。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封闭的状态被打破，历史的

发展由分散的世界渐渐成为一个初见其全貌的整体世界，从此开始成为世界历史。历史的横

向发展，达到空前未有的广度。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进入了新时期，并逐渐向现代过渡。 

  

二、课程体系、科研创新与学分要求 

（一）学分要求 

总学分为 15-1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3 学分 

2、学位基础课：4-6 学分 

3、学位核心课：4-6 学分 

4、学术活动：2 学分 

    参加本学科或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讲座计 1 学分。参加国内或国际学术研讨会 1 次并宣

读论文，计 1 学分。 

5、科学研究：2 学分 

    积极从事科研创新，参与科研攻关。学位论文答辩前须公开发表署名“北京外国语大学”

的学术论文 2 篇，计 2 学分。 

（二）课程设置（学位基础课 4-6 学分，2-3 门，每门课 36 学时，2 学分；学位核心课 4-6

学分，2-3 门，每门课 36 学时，2 学分） 

    学位基础课：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文化研究 

    学位核心课：历史哲学、全球史与中国研究专题、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观念 

（三）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用中文撰写，字数为 8 万字以上。 

（四）主要课程介绍 



  

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通开必修课） 

  

    在史学研究范式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

明史范式、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

的框架性认识。在史学理论方面，本课程将深入把握当前西方最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重点

探讨历史本体论、历史知识论、历史方法论等问题。在中国史学思想史方面，研究中国史学

思想的演变及特点，侧重探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问题，包括后现代主义与历史

学、历史客观性、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历史学的自主性、历史学的危机与出路等。本课

程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特别突出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系统研

究，并结合近人的批判与反思着力探求其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启示。 

  

文化研究(通开必修课) 

  

    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

象。文化研究者时常关注某个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

联。 

    本课程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定义、弗洛伊德对文明的不满、阿多

诺的文化工业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等作为讲解的对象，从而对当代的文化研究理论有较为全

面的了解。除了相关的理论学习之外，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系统掌握西方后现代思潮，

并培养学生的理论意识和敏感性，使他们具有进行文化研究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比较史学理论（通开必修课） 

  

    本课程对不同国家的类似历史展开比较，以期从理论上概括研究某些社会现象和历史事

件，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模式和动因以及各国的特点。 

  

全球史理论与方法（专业必修课） 

  

    1963 年，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被普遍认为是“新世界史”（全球史）兴

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麦克尼尔从全球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

的推动下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可。全球史研究有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理念，例如：打破民族国

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置于广

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将研究对象置于互动网络体系中，从互动来理解历史，

强调互动者互为主体；反对某一中心论；力求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等。本课程将系统

阐述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 

  



全球史经典著作导读（专业选修课） 

  

    1963 年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出版后，至今国际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的全球

史经典著作，包括通史类全球史、区域性全球史以及专题性全球史。本课程将选取其中重要

的名著予以导读，从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全球史研究的多重视角，如：中心-边缘视角

——在探讨世界/区域体系、贸易体系、文明/文化圈、区域关系等问题时，用中心、边缘、

半边缘等范畴来分析不同地区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跨文

化互动视角——在探讨广义全球化过程中的帝国扩张、远距离贸易、跨区域或跨民族的文化

传播、国际移民等问题时，考察不同文化（文明）群体作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尤其关注文化异质性对互动的影响；交互比较视角——即以比较对象互为参照，不预设一方

为标准来评判另一方，如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 

    此外，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需

要一种包括中国史在内、超越国别史的视野、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全球史”。国外学者

通过全球史的视角对中国的研究，理应纳入我们的视角。 

 “全球史与中国”（专业选修课） 

  

    全球史研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

为研究对象。“全球史与中国”课程将打破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学科界限，从而将中国

史纳入到全球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对大航海以来中国人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的考察。除了通史性、区域性全球史与中国

的理论阐述外，本课程还涉及世界与中国的专题性研究，其中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

教史、语言接触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