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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信息采集表

姓名
苗书梅 职称 教授

出生 
年月

1963.8
籍贯

河南舞阳县 所在教研室 中国古代史

个 
人 

一、个人简况 

苗书梅，女，1963年8月出生。河南省舞阳县人。 
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 
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宋代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 
199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1年起任教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93年晋升副教授。 
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 
1992年开始培养中国古代史宋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1996年开始指导中国政治制度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2004年开始指导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2003年12月，被聘为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6年以来，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2003年12月，兼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2008年11月，兼任院长。 
财政部教育部支持地方大学特色专业实验室：经典文献与文物数字化实验室主任（2009年） 
日本皇学馆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5年9月至2006年9月）。 

二、主要研究方向：宋史（宋代官僚制度、宋代基层社会、宋代历史文献）、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三、科研成果 

1、 科研项目： 
①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地方政治制度研究》（1993－1996），项目批号93CZS009。
1997年已结项，书稿约30万字待出版。 
②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研究》（2001－2004），批准号01BZS007。 
③ 河南省教委资助项目《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1993－1996），结项成果（同名专著）

已于1996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参与完成教育部重大课题《辽宋夏金史》（横向课题：河北大学宋史中心集体项目） 2002-
2007 ，参加撰写6万字。 
⑤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唐宋社会变动与法律变化研究》【排名第二】

（2007JJD810170） 
⑥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地方官僚制度与基层社会稳定研究——以宋代为

例》 

2、 出版著作： 
① 专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 古籍整理著作《宋会要辑稿·崇儒》，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③ 参撰著作8种：《宋代司法制度》、《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宋学与东方文明》等，参撰

字数40余万。 
④指导研究生参与了张希清等先生主编的《宋会要辑稿》数据库《职官》部分的校对，上海人民出

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单位，2008年5月出版发行。 

3、 发表论文： 
1989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13篇为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分册全文转载。主

要有： 

①《宋代巡检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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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载《中国史研究》2002(3) 
③《宋代官员考试任用法初探》，载《史学月刊》1992(2) 
④《宋代宗室外戚宦官任用制述论》，载《史学月刊》1995(5) 
⑤《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载《史学月刊》1996(5) 
⑥《宋代知州及其职能》，载《史学月刊》1998(6) 
⑦《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载《文史哲》2003(1) 
⑧《宋代地方官任期制初论》，载《中州学刊》1991(5) 
⑨《宋代通判及其主要职能》，载《河北学刊》1990(2) 
⑩《宋代黜降官叙复之法》，载《河北大学学报》1990(3) 
⑾《宋代官吏回避法述论》，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1) 
⑿《宋代军资库初探》，载《河南大学学报》1996(6) 
⒀《宋代州府公吏制度研究》，载《河南大学学报》2004（6）。 
《宋代定差法述论》，载《西南师大学报》1992(3) 
⒁《宋代任官制度中的荐举保任法》，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5) 
⒂《宋代官员黜降法初探》，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⒃《宋代任官制度中的权摄官》，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 
⒄《宋代监当官初探》，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⒅《宋代幕职州县官及其改官制度》，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⒆《墓志铭在研究宋代官制中的价值》，载《东吴大学历史学报》2004年6月。 
⒇《20世纪宋代地方政治制度研究述评》，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1]《说破先天易，流传正始音》，载《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8月。 
[22] 《宋代出版史研究·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 
[23] 《宋代外交使节的选任制度》，载《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年11月。 
[24] 《宋代明州における地方官僚體制研究——監当官を中心として考察》，载日本《高知大学学术

研究报告人文科学编》第55卷，2006年12月。 
[25] 《宋朝外交使节管理制度初论》，载《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 
[26] 《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
（5）。 
[27] 《官人選任制度の発展と宋朝の文官政治》、《皇学館史学》第21号，2007年10月。 
[28] 《韩绛生平政绩初探》，载《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11月。 
[29] 《崔与之的仕宦与交游——以荐举制度为视角》，《纪念崔与之诞辰850周年大会论文

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 
[30]《关于南宋时期的“便民五事”》，载何忠礼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下），人

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31] 《宋代巡检再探》，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四、获奖情况： 
河南大学第四批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河南省第二批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开封市劳动模范（1993年）。 
河南省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1994年）。 
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 
河南省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奖励基金一等奖（1996年）。 
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 
首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二等奖（2000年）。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003年）。 
河南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资助对象（2005年）。 
河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2009年）。 
国家级特色专业（历史学）第一负责人（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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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新闻网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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