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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王斯德先生
（1936~2021）

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1948年7月毕业于乌镇植材小学，同年考入桐乡县立初级中

学。时值内战烽起，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因父亲失业，一学期后即辍学。1951年春复

学，1953年7月毕业，同年考入浙江省立湖州中学，1956年毕业，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

历史学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晋升教授，后受聘为博士生研究生导师。

先生长期致力于二十世纪世界史、苏联史以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讲的

主要课程有：《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讲读》、《20世

纪国际问题研究》、《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世纪世界史通论》、《社会主

义运动与当代世界》等课程。先生学识渊博，诲人不倦，是一个师德高尚的优秀导师。

先生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内部文稿）、

《亚洲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学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国际共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30年代国际关系、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等领域不囿陈说、不避禁区，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受到学术界关注和肯定。

先生积极投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担任历史初中和高中课程标准制定组负责人及高中

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组成员，主编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历史教材等。同时主持教育部高等

学校历史教育改革项目，主编《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大学世界史》（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和三卷本《世界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高校教材。

先生主编的《世界现代史》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世界当代

史》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三等奖；《世界通史》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优秀教材二

等奖；合著《苏联兴亡史》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教育部全国高校第二届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主持课题“历史系基地班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获上海

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先生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

教师奖，2000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斯德（1936年6月23日~2021年2月4日），浙江省桐乡县

（今桐乡市）乌镇人，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终身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主任、人文学

院院长、《历史教学问题》主编；曾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

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国

际关系协会理事、上海市世界史研究会理事，兼任教育部高等

学校历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师范学校历

史教学改革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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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逝去的昨天，生活在今天、面向明天的人们为何要把目光投射到那些已尘封的

岁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从根本上说，因为人类发展是一个先后承续、不可割裂的

过程。昨天、今天、明天，衔尾相随，历史与未来正是在现实中交汇，认识过去是理解现

在和未来的钥匙。这决定了历史学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一部人类社会的发

展史，就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求生存、图发展的奋斗史，就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奋斗史。历史学把人类社会的变迁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和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和剖析。以

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考察历史，我们就能增强历史洞察力，领悟历史的真谛，正确看待过

去、现在和未来，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人类社会

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来说无一不是宝贵财富，可以使今

天的人们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可见，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清

楚兴替之道。

历史是一部人生教科书，是人类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学历史对于提高人

文素养、提升思想境界、形成良善人格、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都有潜移默化的作

用。翻开人类历史，贯穿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记载着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

斗争中不断完善自我的艰辛历程。从历史中人们可以体验先辈们在追求理想、改变命运过

程中的痛苦与欢乐、挫折和胜利，感悟到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从对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人们可以具体生动地体悟到什么是正义、崇高、伟大。所有这

些，都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9日16 版）

历史学是极富生命力的学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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