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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清华大学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

大学，文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清华大学

总体发展中，提出了加快发展文科的指导思想。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努力从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目标出

发，适应新世纪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对人才培养和人文社

会科学发展的要求；遵循“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

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打好基础，突出应用，注重

交叉，形成特色；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有

重点分阶段地进行学科建设。

1993年，初建的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涵括哲学与社会学

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

系、思想文化研究所、科技与

社会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和艺术教育中心

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社

科研究集群。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承担着清华文科学科教育复

兴的重担，甫一建立就以其完

整的基础文科体系探索着清华

大学文科教育的发展方向。

随后几年里，为适应学

科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

系、所进行了数次调整，思

想教育研究中心、法律系、国

际问题研究所、清华大学与北

美各大学联合中国语文中心（简称IUP）、传播系、心理

系等相继建立，进一步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科

建制，也为清华大学未来部分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99～2002年，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先后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分离，成为独立的学院，清华

文科综合性布局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的贡献不可谓不多。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系所的增加上，

已有学科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更充分地展现了学院的进

步。这些学科陆续获得了硕士点以及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

予权，博士后流动站也相继建立，各学科的师资力量不断

增强，学生规模也逐年扩大。

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还持续进行教学、科研

模式的创新，充分继承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科学科理

念，打通古今中外，在学科的设置上体现着新的探索。成

立于2005年4月的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社会科学实验班根据

“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培养模式统一招生，以适应大

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挂靠在各主要系所下的众多研究中

心也相继建立，如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

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野村综合研究

所－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清华

大学－伯克利心理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

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当

清华大学新斋全景

今日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国家级

精品课

大学英语综合课程 罗立胜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 彭　林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彭　林	

国际关系分析 阎学通	

英语写作(1-4级水平) 杨永林	

中西文化关系史 张国刚	

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北京市级

精品课

大学英语综合课程 罗立胜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彭　林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赏析 孙明君	

国际关系分析	 阎学通	

中西文化关系史 张国刚	

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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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跨学科研究机构在更好地实现跨学科

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开拓着与外国高校及学术机构的联

系，为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支

撑。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更展现着学院重拾当年

国学院辉煌的决心与魄力，这势必为清华大学乃至中国高

校的国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时至今日，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科专业涉及文学、

历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全部文科学科门

类。设有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即中文、中国史、

世界史、哲学、外文、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

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9个本科专业，5个博士后流

动站，1个国家重点学科，5个北京市重点学科，6门课

程被评为国家级本科精品课。下设8系2所2中心等实体机

构，还设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语言学研究中

心、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等跨学科非实体研究机构

（其中校级机构19个），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国家大学

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

自2006年以来，学院共承担科研项目530余项，

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近百项，省部级项目120余项。

这些科研项目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学院承担的科研项目多次获得有关方面

奖励，共获得国家、高校、北京市等各种奖励200余

明斋，建于1930年，最早的名字叫四院。新斋，建于1932年，最

早叫六院。两斋最初都是男生宿舍。1935年经清华大学校评议会决

定，四院改称明斋，六院改称新斋。

明斋、新斋（包括善斋、诚斋、平斋）的名字均来源于儒家“四

书”中的《大学》。《大学》开篇“三纲”云：“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明斋），“在新民”（新斋），“在止于至善”（善斋）。

《大学》的“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诚斋）、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斋）。

几斋即据这些关键字而命名。明斋、新斋等这些意味隽永的名字，给

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文化欣赏的美感，也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陶冶。明斋、新斋改造为院馆后，老建筑既保留了原有的

风貌，又得到充分的利用。

2003年底学校领导集体作出决定，将新斋由女生宿舍改造成人文

社科学院办公楼。2005年1月人文社科学院正式启用。

2009年11月学校研究决定，出于对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考虑，决

定将明斋由教工住房改造为人文社科学院办公用房，在对明斋住户进

行清退和修缮后，2011年暑假后人文社科学院正式启用。

明斋、新斋

彭珮云题词

新斋

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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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项，三等奖4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奖（第3、4届）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

等奖5项。发表论文3500余篇，专著译著近400部。

学院现有教职工280人，其中教授112人、副教授

101人、讲师36人。合同制人员124人。在站博士后97

人。目前在读学生总数2178人，其中本科生1330人、

硕士研究生472人、博士研究生376人（以上数字含留

学生、港澳台学生）。现有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

生，每年在对外汉语中心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外国学生

有一千余人。学院还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合作和交流活

动，与北美、欧洲、亚洲等许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有广

泛的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近年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100余次。

展望未来，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必将在正确思想的指导

下进一步完善学科规划，开创基础文科学科体系发展的新

模式，在国际化、跨学科的交流中，更好地促进清华大学

文科教育事业的新发展。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建系典礼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复系大会

时间 奖项 项目名称 获奖者

2011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李学勤

国务院侨办第二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中国侨资企业发展年度报告》 龙登高

2010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 傅璇琮

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文物中的古文明》 李学勤

《复杂性的科学哲学探究》 吴彤

2009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 《中国家庭史》 张国刚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

《中国女书合集》 赵丽明

《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 李正风

《筚路蓝缕：王永庆开创石化产业王国之路》 黄德海

论文《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 王天夫

2008

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 张国刚

《郭象评传》 王晓毅

《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 刘江永

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中国水问题》 李强

《逻辑与哲学》 王路

2006

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李强

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李伯重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张国刚

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 葛兆光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郭于华

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从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国神社问题》 刘江永

《发展教育论》 袁本涛

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 王晓朝

《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 郭于华

论文《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 王天夫

《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 史静寰

《功利主义研究》 韩冬雪

全国第三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工程教育与工业竞争力》 王孙禺

《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 罗选民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部分获奖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