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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快讯

高荣（1966—）男，甘肃高台县人，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教授。1986年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

业，1996至1999年、2003至2006年，先后在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博士学位;2012年3月在兰州

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2004年晋升教授。先后承担“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河西史专题

研究”“西北民族史”“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的教学，主讲的“中国古代史”为甘肃省精品课程，主持的中国

古代史教学团队为甘肃省高校省级教学团队。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史、历史文献学（简牍学、敦煌学）和河西地方

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在研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含主编、合著）3部，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农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敦煌研

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有8项研究10次获省、厅（市）科研成果奖。先后获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

甘肃省“园丁奖”、河西学院教学名师、甘肃省教学名师、甘肃省师德标兵、河西学院首届“学生心目中我最喜

爱的老师”等荣誉称号，入选甘肃省“555”创新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

才和张掖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现为河西学院“祁连学者”、二级教授，河西学院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甘肃省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河西学院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省级重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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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带头人、《河西学院学报》副主编、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

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学会理事。

附：科研成果目录及所获奖励

（一）论文（凡未标注排名者均为本人独立完成）

1.《汉简所见的“候史”》，原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4年第5

期，二人合作，第一作者。

2.《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

史》1999年第5期。

3.《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5

期摘要转载。

4.《论汉代的督邮》，《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5.《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4年第5期摘要介

绍。

6.《张家山汉简所见的亭及其吏员》，《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

7.《简牍所见秦汉邮书传递方式考辨》，《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

8.《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9.《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

10.《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收入郑炳林、尹伟先主编《2010

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1.《秦汉的都亭与乡亭》，《历史教学》2008年第11期。

12.《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西北第二民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3.《“十里一亭”说考辨》，《南都学坛》2008年第3期。

14.《河西汉晋简牍及其学术价值》，《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5.《秦汉驿的职能考述》，《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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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原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收入《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月氏、乌孙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18.《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19.《初元三年汉弃珠崖刍议——兼论汉代边疆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

20.《汉代护羌校尉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21.《汉代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修改后编入田澍、何玉红主编

《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2.《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23.《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学术研究》1997年第7期。

24.《论汉代对羌民族政策与东汉羌族起义》，《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25.《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二人合作，第二作者。

26.《古代河西开发的历史反思》，《开发研究》2003年第3期。

27.《汉唐河西农业开发得失谈》，《开发研究》1992年第7期。

28.《汉初经济萧条原因探析》，《晋阳学刊》1995年第4期。

29.《汉代河西的行政区划、职官建置及其特点》，《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修改后编入田澍、何玉红

主编《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30.《先秦时期的河西农业》，《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二人合作，第一作者。

31.《秦汉时期西北疆域的变迁》，《西北史地》1992年第2期。

32.《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西北第二民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3.《汉代河西人口蠡测》，《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第1期。

34.《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西北人口》2003年第2期。

35.《秦汉的邮与邮人》，《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6.《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简牍学研究》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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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汉代甲渠候官邮程考》，《史学论丛》第9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38.《秦代刑徒的生活和服役范围》，《秦文化论丛》第7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二人合作，第二

作者。收入张荣芳《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

39.《秦代的公文记录》，《鲁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0.《汉代“传驿马名籍”简若干问题考述》，《鲁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41.《秦汉驿制诸问题考述》，《鲁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42.《论秦汉的置（上）》，《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43.《论秦汉的置（下）》，《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44.《论汉代对羌民族政策的演变》，《张掖师专学报》2001年第1、2期。

45.《古史所记的先秦河西》，《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6.《汉代河西文化述论》，《河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收入李并成等主编《河西走廊人地关系演变

研究》，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

47.《古代河西的兴衰及其地位和作用》，《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48.《陈垣先生与敦煌学研究》，《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收入张荣芳、戴治国主编《陈垣与岭

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49.《汉唐时期河西农业的局限发展及其原因》，《张掖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50.《汉代对河西的农业经营》，《张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51.《隋唐时期西北疆域的嬗变》，《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二人合作，第一作

者。

52.《略论曾布》，《张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53.《司马光经济思想刍议》，《张掖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54.《唐前期的河西农业经营》，《酒泉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55.《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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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秦汉的传信——兼论传的演变》，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7.《汉代河西农作物考》，《中国农史》2014年第1期。

58.《汉代张掖属国新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4期。

59.《汉化与羌化：汉晋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与各民族和谐发展研究》，复旦大学

出版社2014年版。

60.《中国古代史视野中的区域历史教学》，《河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61.《魏晋河西屯田简论》，《简牍学研究》第五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62.《魏晋时期河西人口蠡测》，楼劲主编《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届年

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63.《论河西学的界定与构建》，《河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64.《商性相通：汉唐间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贸易》，《历史教学》2016年第10期。

65.《论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卢水胡》，杜常顺、杨振红主编《汉晋时期国家与社会论集》，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6年版。

66.《论秦汉的传舍》，中共金塔县委、金塔县人民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敦煌

学学会编《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67.《论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68.论汉唐时期河西多元民族结构的形成，《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69.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类型及其特点，《河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二）著作

1.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高荣主编《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参编《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高荣、贾小军、濮仲远《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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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西历史研究”（2005年），项目编号05XZS010，结项证书号：20100948。

2.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研究”，项目编号09YJA770013，结项证书号：

2014JXZ2042。该项目还获得2009年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科研立项资助，项目编号0909-06。

3.主持2010年甘肃省高校学科带头人扶持项目“汉魏十六国河西商业贸易研究”，项目编号10ZX-08，结项

证书号2014JBK-034

4.独立承担第4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汉晋时期河西社会生活”（2008年10月）。

5．独立承担2005年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先秦汉魏河西历史研究”，项目编号0509-05；该项目同时获

得甘肃省人事厅“555”创新人才科研配套资助。

6.主持河西学院2011年教学研究项目“依托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实践”。

7.2012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河西民族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2087LS。

8.2015年度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15BZS044。

（四）科研成果奖励

1.“秦汉西北边疆历史研究”，2000年7月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三等奖。

2.“论汉代的督邮”，2001年1月获甘肃省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2003年1月获甘肃省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4.“汉晋时期河西历史研究”，2004年7月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三等奖。

5.“秦汉邮驿制度与民族关系研究”，2006年7月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三等奖。

6.“先秦汉魏河西史略”2008年7月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三等奖。

7.“先秦汉魏河西史略”2009年2月获张掖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8.“秦汉邮驿制度研究”，2010年8月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三等奖。

9.“河西通史”，2012年8月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奖。

10.“河西通史”，2013年3月获甘肃省社科成果二等奖。

（五）教学及其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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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年12月获甘肃省第九届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

2.2003年获河西学院教学优秀奖。

3.2005年1月入选“甘肃省555创新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4.2009年4月获“河西学院教学名师”称号。

5.2009年4月被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授予第七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6.2010年9月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园丁奖”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7.2010年12月被评为河西学院第六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8.2011年9月获河西学院“师德标兵”称号。

9.2011年7月获河西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0.2011年12月被评为河西学院首届“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的老师”。

11.2011年6月被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授予第八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12.2012年7月获河西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3.2012年7月获“甘肃省教学名师”称号。

14.2012年9月获“甘肃省师德标兵”称号。

15.2012年、2016年连续两届被聘为河西学院“祁连学者”。

16.2012年11月入选张掖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7.2012年7月主讲的“中国古代史”被评为甘肃省精品课程。

18.2012年7月带领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被甘肃省教育厅确定为省级教学团队。

19.2012年11月，获河西学院第十二届“教学优秀奖”。

20.2013年11月被中共甘肃省委确定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Page 8 of 9高荣 教授-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20/11/18https://lsx.hxu.edu.cn/info/1170/1257.htm



网站首页 学院概况 规章制度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人才培养 学生组织 党建工作 下载中心 

通讯地址：甘肃张掖环城北路846号  邮编：734000  联系电话：0936-8282014 

Copyright©2018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上一篇：谢继忠 教授

下一篇：闫廷亮 教授

Page 9 of 9高荣 教授-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20/11/18https://lsx.hxu.edu.cn/info/1170/125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