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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今言教授简介 

作者：温乐平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3-8 1:36:48发布)  阅读430次 

    

黄今言，男，193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石城县人。1961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
后，曾师从著名史学家谷霁光教授，现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师

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等。1991
年评为江西省学科带头人，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评为“全国优秀教

师”，1999年荣获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二等奖。 

  在高校从事教研工作近40年，先后指导硕士生10余名，博士生2名。主讲过专业基础

课、选修课及研究生学位课7门。主编、参编教材多部。坚持教学改革，注重学科建设。教
书育人，执教有方。全面关心学生成长，曾获校“优秀个人奖”、“双育人奖”、“优秀

教学成果奖”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长期致力于秦汉史研究，先后承担国家课题2项，

省级课题4项，与台湾合作课题1项。对秦汉四百余年的税收、财政和军事制度作了较全

面、系统的有益探讨，出版的学术专著5部，有《秦汉赋役制度研究》（1988年）、《秦

汉军制史论》（1993年）、《东汉军事史》（合著）（1998年）、《秦汉江南经济述略》

（主编）（1999年）、《秦汉经济史论考》（2000年）等，发表系列学术论文60余篇，
这些成果备受史学界关注，先后多次获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其学术成就有
较大影响。 

一、专著 
1、《秦汉赋役制度研究》（34万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秦汉军制史论》（30万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东汉军事史》（36万字）合著，第一作者，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秦汉江南经济述略》（23万字）主编，第一作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5、《秦汉经济史论考》（3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秦汉商品经济研究》（35万字），即将付梓。 

二、主要论文（1979年以来） 
1、《秦代租赋徭制度研究》，《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2、《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1第2期。后有修改，收入

《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秦汉租赋役制度初探》，《秦汉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4、《西汉徭役制度简论》，《江西师院学报》1982第3期。 
5、《关于西汉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讨》，《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后有修改，收

入《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6、《论两汉的赋敛制度及其演变----关于按丁口征赋的研究》，《秦汉史论从》第二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7、《汉代的赀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 
8、《秦汉末业税问题探讨》，《江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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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秦汉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和贡输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一辑。 
10、《汉代夜市考》（合作），《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11、《秦汉兵徭役期限问题商兑》，《江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12、《汉代型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3、《汉代征兵制度中若干问题考辩》，《江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14、《汉代军法论略》，《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 
15、《泛论汉代军队的训练与校阅》，《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6、《坚持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摘要），《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7、《秦汉军制的特点和影响》，《江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l期。 
18、《军事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评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合作），《中国史研

究》1993年第1期。 
19、《秦汉时期的武器生产及其管理制度》，《江西师大学报》 1993年第3期。 
20、《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1、《秦代中央军的组成和优势地位》，《文博》1994年第5期，后收入《秦涌学研究》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22、《东汉在军制后勤的几个问题》，《江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23、《论东汉在军制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南都学坛》1996年第2期。 
24、《东汉中央直辖军的改革》，《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25、《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 1996年第2期。 
26、《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7年第1期。 
27、《有关东汉军事史的主要特点和研究方法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 
28、《汉代边防军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合作），《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l
期。 
29、《汉代工商政策与商品经济述略》，《江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30、《论秦汉重农政策在实际贯彻中的问题》（合作），《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31、《秦汉江南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32、《汉代边防军养兵费用之考察》（合作），《秦汉史论从》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8年。 
33、《汉代农村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上海］。

1998年9月。 
34、《秦汉江南经济绪说》，［韩国］《金烨教授停年纪念史学论丛》1998年10月。 
35、《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36、《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纪
念李文治先生诞生九十周年专号）。 
37、《忆谷霁光先生的教诲》， 《穿过历史的烟云》高校出版社，2000年。 
38、《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 第1期。 
39、《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救灾行迹年表》，《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40、《评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 《中国经济史研究》20O0年第4期。 
41、《汉代度辽将军考察》，《安作璋先生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泰山出版社2001年。 
42、《秦涌研究中若干问题之辨释》，《三秦文化比较研究》三秦出版社 ，2002年。 
43、《论秦始皇兵马俑的主体精神与相关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44、《两汉京师戍卫军制中若干问题探微》， 《文史》2O02年第l期（总58辑）。 
45、《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秦文化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46、《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之评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3年第1期。 
47、《论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48、《从云梦竹简看秦的商品生产与市场管理》，《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49、《论秦汉商品经济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50、《汉代专业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安徽史学》（已接用稿通知）。 
51、《两汉国家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接用稿
通知）。 

三、主编、参编教材与书籍 
1、《中国古代史讲义》（上册）铅印本，1981年版。 
2、《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主编）（上、下册），函授教材，打印本，1985年版。 



3、《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谷霁光文集》（经济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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