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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全国青年学术论坛征文启事 

 

环境史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呈迅猛发展之势，其

理论和方法特色日益彰显，古老的历史学由此获得新生。这一成效的取得，不仅

是因为众多的环境史开创者的不懈努力，而且是因为各国、各地区一批批青年学

人的积极实践。 

  在我国，环境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兴起的时间不长，其健康、持续的

发展，不仅有赖于现有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环境史理论和实践上的继续探索，更

有赖于有潜力的国内青年学人对于环境史的学习、研究以及他们的茁壮成长。 

  有鉴于此，清华大学历史系将举办“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全国青年学术论

坛，邀请相关领域的青年学人集中开展环境史论文竞赛和学术交流。相信这种活

动将有助于广大青年学人拓宽学术视野，增强创新意识，提高交流能力。 

   

一、论坛活动内容 

  1、主题演讲：著名环境史学者做主题演讲。 

  2、学术报告：青年学人报告论文，知名教授点评。 

  3、论文奖励：评选环境史新秀论文 6篇，颁发“环境史新秀奖”，推荐中

文核心期刊发表。 

   

二、论坛日期和地点 

  2015 年 6 月 19—20 日，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 

   

三、论坛规模 

  50 人左右；其中青年学人 40人左右，专家学者 10人左右。 

   

四、论文提交和评选 

  本论坛采用征文评选方式，选拔正式入选人员并评奖。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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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征文范围 

  （1）本论坛征文对象以历史学门（含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从事环境

史、环境考古等研究的在校博士生为主。 

  （2）鉴于环境史的跨学科性质，亦欢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如环境科学、

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博士生参加，正式名额限 10人以内。 

  （3）历史学门博士生提交论文，凡以讨论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为主旨者，

皆受欢迎，时代、地区、国别和专题不限；历史学门以外的博士生提交论文，主

题应关乎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文明相互关系的重要问题，未作这类关系思考

的纯自然科学论文，不在征选之列。 

  （4）为促进环境史领域青年学术队伍的成长，近 3年内已完成博士论文答

辩的青年学者亦可提交论文，参与交流活动；本论坛亦拟吸收少量优秀硕士生参

加，可提交论文，进行学术交流。此两类人员均不作为正式入选人员，不享受相

应的资助、补贴和奖励，但可免费获取学术资料。 

  2、会议报名、论文提交和评选 

  （1）会议报名：凡拟参加本论坛的青年学人，请填写报名表并发到会务组

邮箱。报表名提交截止日期：2015 年 5 月 10 日。 

  （2）征文提交：凡未经正式发表的论文均可提交,字数在 2万字以内。所提

交的论文请参照《历史研究》专题论文格式。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15 年 5月

10 日。 

  （3）征文评选：邀请相关领域知名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负责论文评阅、

人员选拔、现场评点和评奖等工作。 

  （4）选拔结果公布：2015 年 5月下旬，公布正式入选人员名单。未能正式

入选者，可与举办方联系，作为非正式人员参与相关活动。 

   

五、资助和补贴 

  1、正式入选者出席本论坛，可免费食宿并获取会议资料，往返交通自理； 

  2、非正式入选者出席本论坛，可免费获取学术资料，往返交通和食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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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务组电子邮箱和联系人员 

  1、电子邮箱：qinghuahuanjingshi@163.com 

  2、联系人员 

  （1）刘梦霏，17888825841 

  （2）杨梓楠，15210833866 

  （3）吴羚靖，15201129875 

  （4）蔡思雨，18813086169 

2015 年 3 月 28 日 

清华大学历史系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环境史理论与实践”全国青年学术论坛 

征文评选委员会成员名单 

   

学术顾问：Donald Worster（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校外专家（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利华：南开大学教授 

  包茂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正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志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钞晓鸿：厦门大学教授 

  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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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 深：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徐再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高国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董世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校内专家（以姓氏笔划为序）： 

  卢风：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倪玉平：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梅雪芹：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征文评选工作组组长 

  雷 毅：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