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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凡例

一、本文集为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术论文选集，共

收论文149篇。其中中国语言文学96篇，历史学53篇。

二、本文集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卷、历史学卷。中国语言文学卷和历史学卷分别单

独编选，按照入选者出生时间的先后排列。

三、本文集的作者全部为1939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以来在我校工作过

的教师。凡1939—2000年期间在我校任职且具有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教师均可选入，

2000年以后退休及目前在职的具有副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再选入；个别符合编选条件

但已离岗的教师不在入选之列。

四、凡已调离我校且符合入选条件的教师，经征得本人同意后选入，但入选论文

尽量要求是该教师在我校工作期间公开发表的。

五、凡入选教师，每人限选一篇论文，以入选教师在我校工作期间公开发表的论

文为主。如果在我校工作期间没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则选入作者在其他时期的代表性

论文。

六、凡入选论文，基本保持了原貌。也有部分论文经由作者本人进行了修订，或在

编辑时做了一些体例、校对等方面的技术处理，故与公开发表的原文略有出入。还有

部分论文选自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中的部分章节，内容相对独立完整。编选者根据文

集体例要求和论文的内容，重新拟订了题目。

七、凡符合条件的教师，经编选者多方搜集尽量选入，但仍有部分教师因没有找

到合适的论文或其他原因而付之阙如，对此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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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者论文选萃

文史学院简介

文史学院的前身是2000年成立的文学院，由中文系、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西

北文化研究所、敦煌学研究所合并组建，2008年学院更名为文史学院。设有中文系、历

史系、秘书学系、新闻学系、对外汉语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学研究所、西北文化研

究所、古代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语言文字研究所、文艺美学研究所、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写作学研究所、西北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简牍学研究

所、世界史研究所；对外汉语教育中心、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先

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资料中心等机构。赵逵夫教授、彭金山教授先后担任文学院

院长，田澍教授担任文史学院院长。

文史学院有教师125人，其中教授35人，副教授45人。博士生导师13人，硕士生导

师57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人，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1人，甘肃省领军人才8人，省级优秀专家3人，省“333”、“555”人选17人，

省级教学名师3人，省青年教师成才奖获得者6人。有博士学位者57人，有硕士学位者

48人。7人担任全国性学术团体副会长，20余人担任省级学会会长、副会长。近年来，学

院全面贯彻“人才强院”战略，一方面通过建设教学团队和科研创新项目团队、打造高

水平教学科研平台，稳定人才；一方面积极选拔优秀博士毕业生充实师资队伍，动员

和支持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师资队伍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和年龄结构

整体得到较大改善。高级职称的比例达到63%，其中正高职称27%，博士学位获得者

51%。

人才队伍结构的整体优化，教学科研团队的蓬勃发展和教学科研成果的稳步增

加，为文史学院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学院整合学科资源，凝练学科方向，扶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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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特色学科。现有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史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和

中国史2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15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5个一级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34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和文物与博物馆2个专业硕

士学位。中国古代文学入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学科建设取得了标志性成果。目前

学院覆盖中文、历史和法学三大学科门类，在5个专业培养本科生，同时承担全校留学

生的汉语教学工作，形成了从大学本科到博士后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近年来，学院瞄准学科发展前沿，进行集体攻关，通过不懈努力，先后获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国家社科项目60余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项；获得省

级以上奖励60项，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200余部。

学院坚持教学科研并重，坚持以高水平的科研带动高水平的教学，动员全院力

量，在教学质量建设工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赵逵夫教授被评选为国家级教学名

师，李并成教授主持的“敦煌学”被评选为国家精品课程，田澍教授为带头人的中国古

代史教学团队被评选为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学为国家特色专业。学

院在11个学科方向建立了教学团队，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学院学生工作始终把服务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制度

建设为龙头，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

础，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积极开展大

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学院团委以学生活动为载

体，寓教于乐，将教育管理内容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使高品位校园文化活动呈届次化、

规模化和品牌化。“大学生读书节”、“艺术节”和“戏剧文化节”等活动不仅为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升提供了平台和载体，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新平台。学院先后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和“甘肃省优秀学生分会”、“西北师范

大学学生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100余项。

学院发挥文史学科的传统优势，勇担社会责任，为甘肃省文化遗产的挖掘、宣传

和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以赵逵夫教授为带头人的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团队指导

西和县成功申报“中国七夕文化之乡”，西和县的“七夕节”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田澍教授为带头人的丝绸之路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团队积

极参与甘肃省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论证等工作，同时参与甘肃省博物馆

新馆布展的咨询和甘肃省建设“全国华夏文明保护传承和创新示范区”的项目实施计

划论证等工作；孟子为副教授等积极发掘甘肃历史文化的独特性，由其拍摄的《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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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系列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和甘肃文化频道播出，受到好评。

文史学院是甘肃省文史研究的重要阵地。甘肃省历史学会、甘肃省古代文学学

会、甘肃省当代文学学会、甘肃省美学研究会、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先后

挂靠在文史学院。

2012年，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学校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文史学院也进行了重大调

整。以中文系、秘书学系、古籍整理研究所、西北文化研究所为中心成立了文学院，以

历史系、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所、简牍学研究所为中心成立了历史文

化学院，以对外汉语系为中心成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以新闻学系为中心成立了传

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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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简介

历史学是西北师范大学设置最早的学科之一，是我校传统优势学科，创建于

1902年。1949年10月前，西北师大历史学与地理学合称史地系，之后独立设置历

史系。1959—196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并入西北师大历史系。1970—1977年，历史

系与政教系合并，成立政史系。1977年底，政史系又分为政治系和历史系。2000年

9月，历史系与中文系、秘书学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学研究所、西北文化研究

所共同组成文学院，原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独立设置为旅游学院，原历史系文物

陈列室改建为西北师大博物馆历史文物展室。2008年，文学院更名为文史学院。

1965年，甘肃省历史学会在兰州成立，并一直挂靠在西北师大历史系，金宝祥、张

培德、李清凌先后担任会长，现任会长为田澍。

20世纪40年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陆懋德、杨向奎、徐炳昶、丁易、何乐夫、

张舜徽、王树民等先生曾先后在本系任教或讲学。50年代以来，许重远、萨师炯、

金少英、金宝祥、刘熊祥、王俊杰、李庆善、陈守忠、郭厚安、吴廷桢、赵吉惠等专家

学者先后在本系任教。其中金宝祥先生对西北师大历史学科特别是中国史学科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获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授予“人民教师”奖

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许重远、萨师炯、金少英、金宝祥、吴廷桢、王震亚、

水天长、王三北、徐黎丽、杨鹏飞、李建国等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

1981年，由金宝祥先生牵头申报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获得通过，成为全国首

批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之一。在金宝祥先生等带领下，历史学专业获

得了长足发展，先后招收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西北

史、文化史等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硕士生水平较高，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

干或学术带头人，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时至80年代，历史专业学科特色愈加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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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果突出。一是将理论研究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最具代表

性的是金宝祥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西方哲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有

机结合，集中反映在他的《唐史论文集》及其主编的《隋史新探》之中。二是充分利

用地域优势，将中国史、世界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如金宝祥先

生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王俊杰先生对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宋史专家陈守忠先生

对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明清史专家郭厚安先生在对西北史特别是甘肃史的研

究等。在这一学风的影响下，历史学专业教师自8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更

加突出的成绩。如侯丕勋教授《历代经略西北边疆研究》、赵向群教授《五凉史

探》、李清凌教授《西北经济史》、刘建丽教授《宋代西北吐蕃研究》、赵汝清教授

《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等。三是重视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代

表性成果有李庆善教授《汉书食货志集释》和《大金吊伐录校补》，郭厚安教授《明

实录经济史料选编》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校历史学科建设成绩显著，现有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中国史一级博士学位点，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民族学4个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予权；历史学为国家特色专业，中国史为甘肃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

为甘肃省教学团队和国家教学团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甘肃省高校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丝绸之路与西北史地研究中心为省部共建基地。这一阶段，

历史学学科建设中研究方向日趋稳定，特色鲜明，成果突出。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历史学科中最为稳定和具有地域特色的研究方向。

2010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被批准为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出版《西北开发史研究》、《西北边疆社会研究》、《河西绿洲时期的开发与沙漠

化》、《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和社会控制研究》等。

西北出土简纸文书与地方文献研究是另一重要的学科方向，包括敦煌学和

简牍学研究、西北地方文献整理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文献整理研究等。出版《简牍

学研究》、《敦煌学述论》等。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与政治史研究在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

宋元史、明清史等各断代史研究中均有重要成果，尤其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与

古代政治史等方面形成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出版《嘉靖革新研究》、《中国西北政

治史》、《唐代屯田研究》、《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宋代西北民族文献与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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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西北社会经济史在西北近现代经济史研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研究、

近现代西北社会史研究中成果突出。出版《甘肃经济史》、《甘肃近现代史》、《西北

通史》（近现代卷）、《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

究》等。

丝绸之路文明与国际关系史在丝绸之路交通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现代国际

关系史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学术特色和优势。出版《东洋奇迹的启示》、《土

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思考》、《阿富汗史———战争与贫困蹂躏的国家》等。

历史专业一直重视本科生教学，从40年代以来，开设的主干课有世界古代

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

史、中国当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史学理论与方法、历史教学法等，与

此同时还开设如日本史、美国史、隋唐史、宋元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

少数民族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选修课。80年代以来，在本科生教学中，坚持将中

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学作为本专业教学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将通史与西北区

域史教学紧密结合，开设与西北区域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在中国通史与西

北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方面，开设有敦煌学、简牍学、西北文化史、西北经济史等。

在世界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结合中，侧重于丝路文明史、中亚史、西北跨国民族

史等教学。

在本科生教材建设方面，自2000年开始，开展“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教

材建设工程项目”，已编撰完成的教材中通史类教材有《中国文化史》、《史学理论

与方法》、《史学论文写作教程》和《历史学本科专业学习指南》等；编撰完成的西

北区域史类教材有《敦煌学教程》、《甘宁青考古八讲》、《简牍学教程》和《西北边

疆考古教程》等。历史学本科教学在已有传统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在近些年教

学质量工程建设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学本科生。

因在学术研究、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突出，1991年西北师大历史系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被甘肃省教委授予“教书育人先进集体”称号。目前，历史学为

国家特色专业，中国古代史为国家级教学团队，《敦煌学》为国家级精品课，《敦煌

学》、《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世界现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

为甘肃省精品课程。2011年组织申报的《中国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相结合，推动历

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获甘肃省高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

知识传授的有机融合：敦煌学本科教学的探索与实践》获甘肃省教育厅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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