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学院概况 | 学科建设 | 师资队伍 | 本科生教学 | 研究生教育 | 留学生教育 | 二学历教育 | 继续教育 | 学团工作 | 招生就业 | 科学研究 | 党群工作 | 实验室建设 | 图书资料  

师资队伍

优秀人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新闻学系 

广告学系 

广播电视艺术系 

历史学系 

考古学系 

博物馆学系 

国际语言学院 

大学语文教研室 

您的位置>>首页 > 师资队伍

武玉环

基本情况

姓名：武玉环

性别：女

职称：教授

所在系别：历史学系

是否博导：是

最高学历：研究生

最高学位：博士

电话：

Email：

备注：无

详细情况

所在学科专业：历史学

所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北方民族史、辽金元史

讲授课程：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 

《中国古史理论与方法》 

《辽金史专题研究》 

《东北民族史》 

《辽金元史》 

《辽金元文献》

教育经历：

1973年-1976年 吉林大学历史系系中国古代史专业 学士 

1979年-1982年 吉林大学历史系系东北史专业 硕士 

1997年—2001年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职博士

工作经历：

1973年8月-1976年8月 吉林大学历史系学生  

1976年8月-至今 吉林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5年5 月-1996年5月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客员研究员  

2001年10月-2002 年4月 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  

科研项目：

在研项目：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金时期的职官管理制度研究》，2012至2015年。课题负责人。 

2、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0-13世纪中国北方村乡社会管理制度研 

究》（08JA770016），2008——2011。课题负责人。 

3.吉林省社科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方国属国研究》之《契丹史研究》， 2010——2013。子

课题负责人。 

结项项目： 

4.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项目》之《渤海移民的治理与归属研究》

（A10Z19）2002——2006；课题负责人。 

5、教育部重大课题研究项目 《中朝边界历史考古与政治》子课题“渤海移民研究”；2005——2008，子课题

负责人。 

6、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子课题《辽金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



究》，2002——2006，课题负责人。 

7、吉林大学精品项目《辽金社会与文化》。2006——2009，课题负责人。 

8、国家文物局《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之《辽代文化》，2009——2011年，子课题负责人。 

9、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项目《辽金移民与社会发展》（2006033）。2006——2009，课题负

责人。 

10.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代社会与文化研究》，1998年。课题负责人。 

学术论文：

《辽代斡鲁朵制度初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辽代刑法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论金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 

《金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 

《赵翼“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考辨——兼论金朝中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学习与探索》2011

年第4期。合著。 

《契丹婚俗与婚制》（日本]）《国际文化学刊 》，2002年1期 

《契丹民族的时代观》（日本）《人文论究》第46卷第2号， 96年9月。 

《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辽代人口考述》，《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 

《金代的防灾救灾措施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渤海与高句丽族属、族属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5期。 

《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1年第4期。 

《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报》2007年第等， 《金代城市管理制度述论》， 金

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 96年9月，中州古籍出版社 。  

《论金代女真人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 《史学集刊》1992第2期。 

《金代商业述论》，《吉林大学文科学报》，92年4期 

《元好问的诗与金代社会》，《忻州师专学报》，90年1期。 

《金代人口与户籍》，《学习与探索》，89年2期，第二作者。 

《金代的水利建设》，《北方文物》，89年3期。 

《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北方文物》，87年1期。 

《中州集与金史》，《辽金史论集》第3集，1987年，第二作者。 

《辽金时期的萨满教》《东北史地》2005年2期 

《金代移民治理与民族融和》，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百年诞辰论文集，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

月。 

《金朝经济问题及其对策》，张其凡60华诞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公开发表文章近百余篇。 

著作教材：

1.《辽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精评辽史纪事本末》，辽沈书社1994年版。 

3.《豚亨集》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4 《二十六史精华——辽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96年1月。  

5.《东北历史名人传》上，参编，辽沈出版社，1987年。 

6.《东北历史名人传》下，参编，辽沈出版社，1992年。 

7.《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参编。辽沈书社，2002年。 

8.《中华文明史》第6卷（参编金代经济部分），河北教育出版社，94年10月。 

9 《满汉辞典》，参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 

10.《辽代文化》，中央音像出版社，1990年10月。撰稿人。 

获奖情况：

1.《辽代斡鲁朵初探》一文，获吉林省政府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2001年12月。 

2.《辽代的移民、治理与民族融合》一文，获吉林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暨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

优秀论文一等奖，2009年3月。 

3.。《辽代刑法制度考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4.吉林大学师德标兵，2007年。

社会兼职：
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副会长 

吉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治学格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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