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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_教授】卫广来 

发布者：  时间：2014-08-26  阅读次数：  

  卫广来，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一）出生，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中共党员。北京
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注重史学实证和以专求通，倡导国学有继承、有发展。治史学术道路为：由语言入科学、儒学、艺术，由科学、儒
学、艺术入史学。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在《历史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译文20多篇，著有《汉魏晋
皇权嬗代》、《老子》，2004年获山西省第四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1年获“山西大学首届优秀教学工作者”奖，2002年主讲的本科生基础
课“中国古代史”评为山西大学优秀课程、获山西大学富士康奖教金，2004年评为山西大学教学名师、山西省模范教师，2006年评为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2009年获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2010年主讲的本科生基础课“中国古代史”评为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自2001年山西大学实施学生评教以来，
至2012年，本科教学连续10年20个学期评为第一。2005年，评为山西大学“十大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公益服务：2005年担任山西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同年至2014年7月担任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社会任职：2009年聘为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作： 

  1、《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老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5次重印；三晋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2次重印。 

  3、《北魏史》（合作，副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修订版，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10第1版。 

  4、《中国古代历史备览》（合作），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2次重印。 

  5、《山西通史》（与乔志强合作），中华书局1997年4月第1版。 

  6、《近代的山西》（与江地合作），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古籍整理： 

  1、《晋乘搜略》（全四册，点校，合作，项目主持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代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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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袁宏与后汉纪》，《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1985年第11期转载。1986年获《山西大学学报》优秀学术论文
奖。 

  2、《东汉鲜卑起源断想》，《南都学坛》1993年第1期。 

  3、《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文史哲》2002年第2期。 

  4、《吴子兵法简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5、《论西汉的宫闱政治》，《文史哲》1995年第1期。 

  6、《求才令与汉魏嬗代》，《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2年第1期转载。 

  7、《孔子与儒学》，《文源讲坛》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8、《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文源讲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9、《康基田与晋乘搜略》，《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10、《清代前期山西的封建剥削》，《山西地方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11、《山西的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文史研究》1992年第1、2期。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转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2、《明代山西手工业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4期。 

  普及读物： 

  1、《历代用人史话》（与罗元贞合作），《人事》杂志（每年12期）连载，自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6期，共33篇。 

  2、《三国两晋南北朝》，《政史函授》1986年第4期。 

  学术会议： 

  1、1991年9月山东泰安，出席《泰山文化暨秦汉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五届年会），提交论文《论西汉纳妃制度》。 

  2、1992年9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席《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次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著作《北魏史》。 

  代表诗作： 

  1、《雨过三门峡》，《杏花诗雨》1984年第2期。 

  2、《南游杂咏》（四首），《山西大学校刊》1992年第10期。 

  3、《说春节》，《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之窗》（网络）2010年2月8日。 

  4、《贺山西大学校庆》，《山西大学报》2012年4月20日。 

  国际交流： 

  1、2013年5月20日至6月20日，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部访问学者。 

版权所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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