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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继荣，男，汉族，历史学博士，教授。 

1960年9月生于四川剑阁县，1977年高中毕业后，在本县上山下乡，任知青点负责人及团
支部书记。 

1978～1982年，就读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史，获历史
学学士学位，学士论文为《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特点》。 

    1982～1985年，在青海海北州中学任教，担任初三和高三年级的历史教学。 

    1985～1988年，就读于青海师范大学，专业方向为青海地方史，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硕
士论文为《明代西北马政研究》。 

1988～1999年，在青海师专政史系任教。1992～1996年评聘为讲师，任历史教研室主任；
1996～1999年晋升为副教授，任系副主任，兼任校学术委员、省青联委员。 

1999年，考入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师从瞿林东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
论；2002年7月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清代方略研究》。 

2002年7～9月，在工人出版社接受图书出版流程的系统培训；2002.9～2006.2月，聘为
西苑出版社编印中心主任，全面负责总编室、编审室、出版部工作；2006.2月，任该社社
长、总编助理及编印中心主任。 

2006.5月至今，为青海省引进人才，聘为青海民族学院（今青海民族大学）教授，为专
门史硕士生导师。 

一、一、一、一、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1．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参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2．青海百科全书（参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8 
3．青海少数民族革命与建设史论（参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 
4．起名的学问（主编）.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1 
5．中国姓氏通史·爱新觉罗（合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3 
6．智慧灵光：发明与发现（编著）.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4/台北：创智文化有限公

司.2006.9 
7．拨云见日：历史大追问（编著）.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4/台北：创智文化有限

公司.2006.9 
8．清代方略研究（专著）.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8 
9．青海史史料学（合著）.北京：西苑出版社.2007.12 
10．中华上下五千年民族风情（合著）.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5 
11．中国历史大讲堂（专著）.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6 

二、二、二、二、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1．杨一清与西北马政.西北史地.1988.4 
     2．闲话邮政的绿色服饰.西宁晚报.1989-04-15 
     3．丝绸之乡一新花（新闻专访）.亚太经济时报.1989-05-19 
     4．弘扬传统食品，致力企业腾飞（新闻专访）.亚太经济时报.1989-05-19 
     5．漫话风筝起源.西安晚报.1990-03-03 
     6．“鼻祖”一词溯源.成都晚报.1990-06-06 
     7．明代西北马政中的纳马与贡马制度.青海师专学报.1992.1 
     8．“金水河”新说.青海师专学报.1992.2 
     9．吐谷浑遣使中原的真实动机.青海师专学报1992.3 
    10．毛泽东与红军东征.青海师专学报.1993.1 
    11．明代西北马政机构置废考.西北史地.1993.2 
    12．明代诸茶马司的置废及管理.青海师专学报.1993.3 
    13．试论明代西北马政的衰败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94.3    



    14．明代茶马互市中的“勘合制”问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3 
    15．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青海师专学报.1994.3（1） 

    16．父子之间（小小说）.翰海潮.1994.3-4 
    17．“西平亭”性质考辩.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3 
    18．明代西北马市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5.2 
    19．陈毅与华东抗战.青海师专学报.1995.3 
    20．丝绸之路与中西交流.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重庆出版社.1995（1） 

    21．红湾寺与裕固族.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重庆出版社.1995 
    22．保安城与保安族.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重庆出版社.1995（1） 

    23．明代西北马政述论.青海师专学报.1996.1 
    24．甘青境内的“大通”与明代大通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1 
    25．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对外贸易观.大庆高专学报.1996.3（2） 

    26．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6.3 
     27．论红军长征胜利之因.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增刊（2） 

    28．明代西北官牧制度中的“马价”问题.西北史地.1996.4 
    29．明代西北马政中的中盐马制度.宁夏大学学报.1997.1 
    30．诸葛亮法制思想成因初探.青海师专学报.1997.3（2） 

    31．王符法治思想评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3（2） 

    32．明代宣大马市与民族关系.河北学刊.1997.6 
    33．冯玉样与青海建省.群文天地.1998年秋季号 

    34．明代辽东马市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4 
    35．关于史学功用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9 
    36．明代西北仆苑官牧制度及其演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3 
    37．撩开西部的面纱——诱惑?困惑?.辽宁广播电视2000.6 
    38．宋代的讲史艺术与历史教育.光明日报.2000-12-08 
    39．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史学月刊.2001.2 
    40．清代档案与官修方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1 
    41．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1 
    42．清代方略馆设置年代记载小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1 
    43．“方略”释义.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2 
    44．一部剖析当代中国职场的好书——<谁在领跑>读后.全国新书目.2003.7 
    45．中国民间彩词——一条五彩缤纷的语言艺术画廊.全国新书目.2004.3 
    46．《平定罗刹方略》系官方方略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3 
    47．贮满诗意的散文名篇（《朱自清散文集》代序）.西苑出版社.2006 
    48．充溢浪漫气息的散文佳作（《郁达夫散文集》代序）.西苑出版社.2006 
    49．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徐志摩散文集》代序）.西苑出版社.2006 
    50．一位文体独特的女作家（《庐隐散文集》代序）.西苑出版社.2006 
    51．学者之风，长者之范——记赵盛世先生二三事.西海都市报.2006-06-08 
    52．略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认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3（2） 

    53．情满乡邦书华章.青海社会科学.2009.3 
    54．顺治年间的茶马互市与民族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4（1） 

    55．康熙、雍正年间的茶马互市与民族关系.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2（2） 
     

三、三、三、三、获奖项获奖项获奖项获奖项目：目：目：目： 

1997年，授予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享受省政府津贴。 
     

四、主要四、主要四、主要四、主要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主持青海民族大学项目《青海史史料学》，2007年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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