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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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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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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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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简介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甘肃省重点学科，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和博士学位

授予权，建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教育部“质量工

程”特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也是我校传统的

优势学科。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1939年8

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建立，国文系就是独立设置的科系之一。1942年国立西北师范

学院搬迁至兰州以后，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先后在国文系任教，黎锦熙、何

士骥、谭戒甫、刘朴、刘文炳、易君左、罗根泽、于赓虞、焦菊隐、李辰冬、王汝弼、李嘉

言、张舜徽、叶丁易、冯国瑞、赵荫棠、徐褐夫、沈心芜、杨伯峻、郑文、尤炳圻、彭铎、郭

晋稀、廖可兑、匡扶、唐祈、吴福熙、张文熊、支克坚、孙克恒等先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

做出了杰出贡献。黎锦熙、何士骥、徐褐夫、傅恒书、彭铎、胡大浚、蹇长春、赵逵夫、彭

金山等先生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近年来，又有一批年轻的学人加入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队伍中，共同浇灌

着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这棵参天大树。几代人辛勤耕耘，老中青薪火相传，形成了稳健

求实、锐意进取的学术传统。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洗礼，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依然保持

着自己的独特个性，既能坚守学术家园，又能注重现实关怀，成为独树一帜的“陇上毓

苑”。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早在1945年，黎锦熙

先生主持下的国文系就已经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49年后因故停止。1961年，傅恒

书教授任系主任期间曾经招收硕士研究生，但不久又停止招生。1981年，我国重新恢

复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中国古典文学和汉语史是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005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者论文选萃

的专业。199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西北地区较早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20世

纪90年代以后，在赵逵夫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期间，以赵逵夫教授作为

带头人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学位点和学科建设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于199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于200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授

予权。2003年，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建立，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成为甘肃省重点

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建成国家重点学科（培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于2010年获得一级

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8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同时拥有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包括上述八个二级方

向，形成了由学士、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术研究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经过数十年的学术传承和研

究积累，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其中特色最为鲜明的是以赵逵夫教授为代

表的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现下设古代神话与先秦文学研

究、先秦文献与汉语史研究、先秦诸子与古代文化研究、考古与先秦史研究和民俗与

旅游文化资源研究等5个研究方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以西部文学与文化

为中心的地域文学与文化、少数民族文学与民俗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研究方向

的明确，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稳步提升。2010年，由先秦文学与文化研

究中心主要人员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文学编年史》被国家社科规划办评为

优秀项目，并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由赵逵夫教授主持“《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文》编纂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实现了我校人文社

科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突破。近5年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共获得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多项，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等高层次出版机构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获得省级以上研究成果奖励27项。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学识渊博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业教师66

人，其中教授18人（其中11人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27人；有博士学位者38人，在职在

读博士2人。有国家教学名师1人（赵逵夫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

者1人（韩高年教授），甘肃省领军人才4人，甘肃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成才奖获得

者4人。以博士为主体的高素质的专业教师队伍为建构高质量的教学体系和培养高素

质的各类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已建成《中国古代文

学》、《20世纪中国文学》、《美学》、《写作》、《古代汉语》、《新时期文学研究》等6门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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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精品课程，形成了以核心课程为主体、辐射选修课程的精品课程体系。与精品课程

建设相伴随，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也及时推进教学改革，汉语言文学专业于2008年获得

教育部质量工程特色专业。由中文系多名教师参与的《以优势学科为平台，创新汉语

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教学质量规范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于2011年获得了甘肃省高

校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成果。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学科特点建立了富有特色的研究机

构，现下设古籍整理研究所、西北文化研究所、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西部文学与

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心、地方文化建设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含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中国

文学批评史等五个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所（含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

文学、西部文学、民间文学等四个研究方向）、文艺学研究所（含文艺美学、文学批评、

影视美学、西方文论等四个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含古代汉语、中古及近

代汉语、现代汉语、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等四个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所（含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对外汉语等两个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含比较文学、西方文学两个研究方向）、写作学研究所等教学研究所。其中，先秦文学

与文化研究中心是甘肃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省级研究机构，其宗旨是“揭示甘肃深厚

的文化底蕴、开发旅游资源，弘扬甘肃人民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团结兼容、善于创新

的精神”。古籍整理研究所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直属研究所，形成了

“文献整理与研究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相结合、地方文献整理与地域文

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含有先秦至南北朝文学文献、唐宋文学文献、明清文学文

献、敦煌文献等四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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