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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四川大学“明远”研究生史学论坛入选论文名单

中国古代史分论坛（40 篇）

姓名 论文题目 学校

徐文轩 毓祖丁卣所见“降令”与祼祭诸问题 西北大学

鲍彦东 新见格姬簋铭补论 上海大学

薛孟佳 文盨与今本《逸周书·职方》新考 华东师范大学

高明凯 以经内外：周代宗庙祭祀中的夫妇分职 四川大学

张官鑫 国家的无奈：张家山 M336《功令》所见汉初基层官吏的选任 清华大学

方新雷 《世本》成书及宋以前流传问题考论 山东大学

袁晨凯 社会的需求与《酷吏传》的修撰——论西汉至隋唐酷吏传的修撰思想 首都师范大学

李一豪 汉魏之际“科”的创制与书写 复旦大学

吴圣尧 兵仗与仪仗：中古早期矟的流变 中山大学

杨寓麟 从萧渊明南下称帝看梁陈之际的长江防线 四川大学

张雨怡 南朝“入直殿省”考——兼论南朝皇帝侧近的变动 复旦大学

唐靖杰 《洛阳伽蓝记》所载“拟作东宫”相关问题探析 四川大学

黄秋怡 《礼论》问答与综理三《礼》：中古通经致用礼书的南北分途 北京大学

董万鹏 初唐时期的十六国历史认知来源探析 ——以《晋书·载记》为中心 山东大学

彭永姗 九等、五等、三等：再论唐代官员考课等第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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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知乐 景观政治：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的设计理念与政治文化 浙江大学

陈淅 唐代湘潭、衡山县名互换及其原因 四川大学

杨晓宁 唐中前期运河的管理与社会——以今山东行政区划所辖范围为例 曲阜师范大学

陈邦 柳侯祠的诞生 武汉大学

刘政秀 定格中兴：仪式视域下唐武宗作昭武庙发微 复旦大学

李兆宇 宋太祖“先南后北统一方略”之说的渊源与形成 首都师范大学

王逸临 宋初川峡高层政区调整再探讨 山东大学

路遇明 两宋之际的流寓士人及其在地化探析——以浙东路的台州为中心 四川大学

李垚 唐宋时期学士院儤直制度研究 西北大学

加运豪 沉浮的象征：13—17 世纪大黑天信仰在蒙古、清朝国家建设政治哲学里的变迁 兰州大学

杨思炯 谁可立庙：元代功臣祠的产生、演变及其政治内涵 浙江大学

干雪敏 时过境迁：“色目”概念在元明时代的变迁及其历史考察 暨南大学

曹可寒 志书生成与高层政治：明嘉靖《兴都志》《承天大志》修纂考论 中山大学

罗文沛 闺门万化——《闺范》插图中的晚明性别秩序 复旦大学

岳彩晓 爱石不磷：蓝瑛丙申作《奇石图》意涵分析 四川美术学院

刘雅君 一条鞭法与明后期边疆权力重组——以大理为中心 中山大学

魏聪 明季“福禄宴”史事考辨 西南大学

张楚珏 从新见版本再探《明史稿》纂修的若干问题 复旦大学

高放 《明史·安南传》史源考述 暨南大学

高梓霏 水柜与祀田：水域变迁下的清代孔府船户研究——以鲁西南独山湖为中心 清华大学

董赟 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官债——官员私债视野下的考察 清华大学

刘振晖 县衙档案视域下雍乾时期冕宁县军事管控与监犯管理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李兆赢 雍乾之际的学术思想发微——以杭世骏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大学

李奕安 论张舜徽对清代学者章学诚的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李一 从蜀道书写嬗变看蜀地形象变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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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分论坛（40 篇）

姓名 论文题目 学校

黄清 另一种历史书写：以章学诚、刘咸炘的地方史撰写为例 复旦大学

陈柏霖 忠臣记忆：清代北京松筠庵中的文人雅集与椒山祠祀 北京大学

王欣 “家学”与“家法”：扶风马氏与桐城派的分合及演进 湖北师范大学

夏子媛 身心的庇佑：近代粤地女性抗婚行为与东南亚斋堂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游宗骁 绥疆柔远：道咸之际东南沿海的督抚外交与权势转移（1842—185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刘馨雨
异构城市之心：晚清福州新教传教士的空间行为与认知解析（1844—1879）

——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为中心
东北师范大学

卢珧 崇实任职成都将军始末考——兼论咸同之际成都将军职能的变迁 四川大学

李志鹏 清末兴学中州县视学的履职与困境——以南部县视学李雨苍为中心的考察 复旦大学

李宗庾 清末学堂体制的建立与读书人的生活生计 华东师范大学

刘晨旭
清末户部度支部官员群体结构及仕途研究（1900—1912）

——基于《缙绅录》数据库的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

陈哲洋 庇护与倾陷：庚子衢州教案“祸从”定罪交涉中的两个面向 华中师范大学

崔楚悦 近代黄草坪问题研究（1882—1929） 中山大学

王诗梦 近代以来南方民间信仰的破坏与重建——以东乡县为中心 四川大学

仇超 “同化力”的显隐与近代中国“同化”概念之流变 四川大学

朱婧 nation 与“民族”的早期相遇 中山大学

黎家启

覃延佳
利物济人与社会继替——民国时期云南建水慈善会的来源、运营及其转型实践 云南大学

汪保烁

常津珲
文化堕距与路径依赖：北洋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林庙改革的比较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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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岐 1918 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归国运动 南京大学

董欣 资本入侵与多空博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 1921 年信交风潮起因关系详探 中共中央党校

辛小可 科学亦作恶——“死光”想象在中国的传播与流变（1924—1939） 中山大学

黄卓贤 地域性因素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策略 华东师范大学

罗百森 北伐中的国共两党与非基督教运动之终结——以 1927 年初福州非基风潮为中心 四川大学

黄卓霖 “少年先锋”的养成：土地革命时期儿童对中共革命动员之因应 华南师范大学

白成 展演西康：“铸牢”视角下 1929 年成都边区风物展览会述略 四川大学

白钦哲 不合时宜的人文主义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实秋对“革命”的认知 陕西师范大学

郁翔越 过渡时代的宗族、方志与士绅——以庄陔兰《重修莒志》中祖先传说编纂为中心 北京语言大学

吴子跃 国民政府对第二次意阿战争的观察与因应 南开大学

马宾阳 华北自治运动中的政治谣言及宋哲元当局的因应举措 南京大学

姜浩宇 地理书写与国族建构：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视域下的藏区地理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孙延森 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周边外交：抗战时期中国涉泰舆论的演进 华中师范大学

翟颢 时势与积弊： “耿吴刘事变”与豫皖苏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政策（1938—1941） 武汉大学

慕君毅
技术变革与人文关怀：华北解放区中共军队的战伤救治

——以“换药”技术为中心的探讨
山东大学

黄鸿楷 “红旗不倒”：1943 年中共福建省委的反顽斗争 厦门大学

李琳烁 美军剩余物资争夺视阈下的战后中国政治生态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滕梓辰 鼎革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际、因应与心灵——以夏鼐为例 西北大学

孙志健 热的社会主义：广州的气候分区、亚热带建筑研究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1949—1976) 新加坡国立大学

黄潇 四川省长寿县“粮果矛盾”的形成与调适（1949—1977） 西南大学

景甜甜 新中国成立后义仓的再生与转型——以陕西省为个案的探讨 华中师范大学

杜正渝 1957 年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探析 中国人民大学

刘玉静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安徽亳县粮食生产与中药材种植的冲突和调适（1964—1980）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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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博分论坛（29 篇）

姓名 论文题目 学校

郝雅楠 建筑考古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木构架体系再辨 南京大学

陈鹏 试论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视角——以家屋社会问题为中心 中山大学

李进虎
文化历史考古学：功能主义思考

——以严文明先生《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和社会制度》为例
北京联合大学

周萌萌 中原早期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新探 河北大学

邝墩煌 “高台建筑”概念辨析——基于文献与敦煌建筑图像的考察 南京大学

魏征 文献、实物与图像：东厨制度探究——兼谈东厨的“可视性” 兰州大学

何宏科 试说商代晚期的寝与寝官 吉林大学

韩江文 天亡簋与武王盟津之会史事补构 陕西师范大学

田蕊 从“铸”“造”二字及其词义变化看先秦时期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趋势 清华大学

郭俊成 滇文化青铜器牛形象的种属识别及相关问题研究 四川大学

钟世宸 秦畤祭文化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张新泽

冯鹏锦
欲以厉俗——曹操高陵画像石再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恩子健

白艺
浅谈天回汉简《律令遗文》中的法律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

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

刘晓蓉

吴玉鹏
山东临淄相家西北墓地出土彩绘大理石片初步研究

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

张小婵 两广地区出土的汉代玉髓类珠及源流探讨 广西民族大学

郑玉隆 神人御玄武图像初探 西北大学

邹金丽 人物十二生肖形象的流衍——以隋至辽宋墓葬出土材料为线索 中国人民大学

史浩成 赋诗于壁——辽金元壁画墓中的诗词题记现象及其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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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加鹏 清宫南薰殿旧藏宋明皇帝御容像所见宝座图像刍议 四川大学

李玥 宋代八卦十二辰二十四节气铜镜图文探源——兼论镜中十二生肖形象的演变 中国艺术研究院

殷浩萱 宋代宫观建筑遗址沿革及复原研究——鹿邑太清宫遗址为例 河南大学

徐忠雨 河北唐县明伏新发现金代五十三佛造像及其有关问题 四川大学

朱立 明鲁荒王墓仪仗俑陈列组合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李佳怡 区域史视角下汉口茶港遗产价值研究 山东大学

曹磊 王懿荣购藏越王州句剑的时间蠡测及相关问题研究 吉林大学

李若彤 山西传统窑洞的类型分布与影响因素 山西大学

辜星彝 史语所在李庄（1940—1946）——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转折发展时期 郑州大学

马梦乔 从冯汉骥到童恩正：立足西南，超越西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侯文静 西南地区博物馆建筑中地域性文化元素的表达与实践 贵州大学

世界史分论坛（24 篇）

姓名 论文题目 学校

张式欧 忒修斯崇拜与雅典政治的嬗变 华中师范大学

赵萌元 眼见为实：视觉政治与雅典的海权宣传 首都师范大学

王伟苏 安东尼瘟疫疫源地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若蘅 论阿蒙—亚历山大型钱币图案的起源 南开大学

邱新洁 《罗兰之歌》的认知转向与研究趋势探析 华南师范大学

戴冕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后教宗英诺森三世对希腊教会政策的转变 首都师范大学

贾方舟 君主即位登基仪式的研究路径 清华大学

吴子鹏 土堤木堡—鹿砦线—要塞线：帝俄时期边疆塑造与演变 清华大学

邵扬舟 危机与超越：论 19 世纪末美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东北师范大学

张皓盟 从形象到概念：“吉姆·克劳”与美国种族隔离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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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震 运河、水井与波斯水车——英属印度西北部的灌溉技术流动 北京师范大学

严涵
19 世纪英国鳗鱼分布变化与城市供水改革关系探析

——基于“东伦敦供水公司水质案”的考察
湖南师范大学

于欣睿 隐秘的角落：1881—1918 年英国“流浪儿童协会” 中国人民大学

吴婧怡 试论 19 世纪技术变革与反童工运动的关系——以扫烟囱儿童为中心 四川大学

王纳川 19 世纪英国河流污染立法历程探析 华中师范大学

李佩佩 1907 年以前美国绝育的发展与绝育立法的尝试 四川大学

许柳 赫尔曼德河水争端与英国的麦克马洪裁决（1902—1905） 中山大学

梁凯宁 约翰斯顿与 20 世纪南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路探赜 上海师范大学

关长旭 从古史论战走向近代：日本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形成中的学理争鸣 东北师范大学

连艺晨 体育、性别与帝国——以 J.A.曼根为中心的体育全球史考察 复旦大学

吕欣伟 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对美学科专家调查与一战后国际知识协调体系 山东大学

许刘栋 风说与舆图：东亚海域文化交流视域下的 18 世纪日本“天下观” 中山大学

赵禹辰 甲午战争后日本扩张政策的重塑 四川大学

曾叶清 “紧急状态”期间马华公会与琉琅女的关系探析（1948—1960） 暨南大学

专门史（民族史）分论坛（19 篇）

姓名 论文题目 学校

高亮 慕容超与南燕：一个“他者”的继承之路 陕西师范大学

王新博 穹庐之间的楼阁——北魏皇帝巡幸沿途的行营构筑 南开大学

关勇 寨堡为“媒”：宋代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在逻辑探析 河南大学

姜锦湖 金代武卫军官员选任研究——兼论武卫军之职能 河南大学

董存斌 云水道心：白玉蟾行止及相关问题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多杰仁青 元明时期西藏回遮蒙古人之咒术仪轨实践及文化解读 青海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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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
明中期巡茶制度的运行实态与汉藏间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原因

——以杨一清查理汉中茶课案为例
云南大学

黄怀贤
明清时期桂西地方社会变迁与民众自我身份认知转变研究

——以地方墓碑及方志材料为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

何品东 明清时期云南边地壮族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基于云南富州沈氏土司的考察 云南师范大学

刘锡钺 清代“瞻对问题”的起源：雍正朝两次用兵的失败 四川大学

丹阳 民族交融视阈下清代穆坪土司定西碑阴面释考 西南民族大学

周泳彤 清代藏人对康区的地理认知——以《安多政教史》为中心 南京大学

范雯晓 不得已的特权：清代以降高台三清渠水案与黑河均水制研究 兰州大学

张扬
清季民初的苗族形象书写与中国西南想象

——以塞缪尔·克拉克、鸟居龙藏、萨维纳的贵州考察为例
云南大学

乐佳益 19 世纪末法国吕推探险队西藏探险始末与学术意义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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