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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清，男，汉族，1970年9月出生，四川蓬安人，无党派民主人士。199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获

历史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

博士学位。1996年至2006年在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任教，2006年至2013年在西华师范大学任教。现为河

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先秦史两汉区域文化及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湘鄂

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屈原学会会员、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会员、河南省历史学会会员、重庆

市历史地理学会理事、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常务理事。

论著：

（一）期刊论文

1、1912年喀什地区的革命运动与喀什哥老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

期。

2、喀什古代文献举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1期。

3、楚人先民溯源略论，《民族研究》 2005年第1期。

4、对我国境内古人类向现代人类演化历程的阐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第1期 ，第一作者。

5、秦洞庭郡略论，《江汉考古》 2005年第2期。

6、略论峡江地区盐卤资源与楚西进置郡的关系，《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

7、先秦两汉文献中的“洞庭”是“洞庭湖”吗——从《山海经》中的“洞庭”说起，《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 第5期。

8、秦代无长沙、黔中二郡略论——兼与陈伟、王焕林先生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9、略论“洞庭”与楚洞庭郡，《历史地理》第21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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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楚、秦黔中郡略论——兼论屈原之卒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年第3期。

11、从峡江地区的楚墓看楚国的西境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2期。

12、川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探，《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第

三作者。

13、略论三国时期的史学，《史学史研究》 2008年第3期。

14、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5、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考察，《中华文化论坛》 2009年第1期，第一作者。

16、上博楚简《彭祖》性质探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7、李渤与《真系》略论，《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8、谯周学术渊源考述，《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

19、从峡江地区楚文化遗存看东周时期的巴楚关系，《考古》2010年第4期。

20、(嘉靖)《保宁府志》成书考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1、略论《蜀鉴》的历史军事地理价值，《历史地理》第25辑（2011）

22、历史时期灵渠水利工程功能变迁考，《三峡论坛》2012年第2期， 第二作者。

23、郭允蹈《蜀鉴》略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4、“巴人起源”问题的检讨，《江汉考古》 2012年第4期。

25、略论谯周的古史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第一作者。

26、川东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与考古学文化，《四川文物》 2013年第2期，第三作者。

27、《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水系的形成》之质疑——与周宏伟先生商榷，《历史地理》第28辑

（2013），第一作者。

28、“荆”、“楚”称号申论，《荆楚学刊》2013年第5期。

29、楚人受封与“周公奔楚”关系之考辩，《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

30、先秦时期嘉陵江流域文化空间的演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

31、秦代地方行政文书运作形态之考察——以里耶秦简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

32、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交流，《四川文物》2015年第4期。

33、略论《中弓》篇孔子“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5期。

（二）析出论文

1、略论巴蔓子，李禹阶主编：《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29— 338页。

2、《楚秦黔中郡新考》之献疑——与周宏伟先生商榷，《九州学林》 2006•春季卷，4卷1期，总第11

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2— 257页。

3、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考察，蓝勇主编：《西南史地》 第1辑，巴蜀书社，2009年，第

30— 40页。

4、上博简三《仲弓》篇的分章与价值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

106— 117页。

5、略论《蜀鉴》的历史军事地理价值，《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4— 340页。

6、川东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

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83— 298页。

7、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族群迁移与文化交流，《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122—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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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蜀鉴》版本考述，《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2—

80页

（三）学位论文

1、巴楚关系诸问题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楚国疆域变迁之研究——以地缘政治为研究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四）古籍整理著作

《蜀鉴》校注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五）学术著作

《巴与楚》，科学出版社，2016年。

主持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2007年青年项目“《蜀鉴》校注”

四川省南充市社科规划项目2008年项目“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考察”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2009年重点项目“《蜀鉴》研究”

四川省人文社科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项目“三国史学之研究”

西华师范大学2009—2012年教学改革项目2009年立项“《历史文献学》课程内容建设与实践性教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青年项目“融入与边缘：巴楚关系互动研究”

河南大学科研基金2013年委托项目“丝绸之路与河南的历史渊源”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2014年一般项目“地缘政治视域下楚国疆域变迁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度一般项目“楚国疆域变迁研究”

河南省开封市2015年度社会科学规划调研课题“开封黄河游览区旅游资源整合及开发设想”

获奖情况：

2005年获得华中师范大学第七届“学生科研之星”称号；

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巴楚关系诸问题之研究》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

2010年获西华师范大学2009年度“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2011年获得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奖学金一等奖；

2012年《蜀鉴校注》获四川省南充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3年获四川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2015年“秦代地方行政文书运作形态之考察”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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