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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光（1979—），男，汉族，河北省沧州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首
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目前为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副教授（2014年），硕士生导师（2013年）。目前已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史》、《北大史学》、《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史林》、《宋辽金元史研究》（韩）、
《文化中国》（加拿大）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期刊和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
篇，其中在CSSCI来源期刊和国家级报刊发表近40篇。出版学术著作5部（其中个人专著2部，点校1部，
参著1部，主编1部）。研究成果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等转载、转引和评
介。成果曾获北京大学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优秀成果奖1次，省教育厅优秀成果奖4次。现将主要科研教
学情况简介如下：

一.代表性著作与论文

1.《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独著31万字），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

2.《钦定河工则例章程》（独著，整理点校20万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7月版。

3.《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独著32万字），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版。

4.《南宋全史·典章制度卷》（参著3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版。

5.《咏归集——南京大学李昌宪教授七十寿辰纪念文集》（52万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6.《关于北宋转运司治所再讨论》（第一作者），《中国史研究》（CSSCI）2011年第1期。

7.《<续资治通鉴长编>校正一则》（独立），《中国史研究》（CSSCI）2013年第2期。

8.《<续资治通鉴长编>校正二则》（独立），《中国史研究》（CSSCI）2016年第2期。

9.《宋代枢密直学士考论》（独立），《文史》（CSSCI）2013年第2辑。

10.《<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评介》（第一作者），《中国史研究动态》（CSSCI）2010年第9
期。

当前位置: 首页 >> 师资队伍 >> 中国史系 >> 古代史教研室 >> 正文

党团建设交流合作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招生就业师资队伍学院概况

http://lsxy.henu.edu.cn/index.htm
http://lsxy1.henu.edu.cn/
http://lsxy.henu.edu.cn/xzzx.htm
http://lsxy.henu.edu.cn/index.htm
http://lsxy.henu.edu.cn/zdjs.htm
http://lsxy.henu.edu.cn/xyzj.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zgsx.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sjsx.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kgwbx.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lyglx.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whcyglx.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xwhzds.htm
http://lsxy.henu.edu.cn/index.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zgsx.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zgsx/gdsjys.htm
http://lsxy.henu.edu.cn/dtjs.htm
http://lsxy.henu.edu.cn/jlhz.htm
http://lsxy.henu.edu.cn/jxky.htm
http://lsxy.henu.edu.cn/rcpy.htm
http://lsxy.henu.edu.cn/zsjy.htm
http://lsxy.henu.edu.cn/szdw.htm
http://lsxy.henu.edu.cn/xygk.htm


2018/9/24 田志光-历史文化学院

http://lsxy.henu.edu.cn/info/1092/1150.htm 2/5

11.《读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独立），《中国史研究动态》（CSSCI）2013
年第2期。

12.《“中国古代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高层论坛综述》（第一作者），《中国史研究动态》
（CSSCI）2015年第2期。

13.《北宋中后期“三省——枢密院”运作机制之演变》（独立），《史学月刊》（CSSCI）2012年第3
期。

14.《宋都开封与10—13世纪中国史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述评》（独立），《史学月刊》
（CSSCI）2013年第4期。

15.《政事堂与都堂——宋代宰辅理政场域之演变》（独立），《史学月刊》（CSSCI）2018年第7期。

16.《北宋前期侍中衔宰相考》（独立），《北大史学》（CSSCI）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总第15辑。

17.《试论宋仁宗朝宰相兼枢密使之职权》（独立），《史学集刊》（CSSCI）2014年第1期。

18.《北宋银台封驳司在中枢决策中的封驳权》（独立），《史学集刊》（CSSCI）2011年第5期。

19.《北宋中后期三省决策与权力运作机制》（独立），《史林》（CSSCI）2013年第6期。

20.《北宋前期宰相官衔再探》（独立），《史林》（CSSCI）2010年第1期。

21.《北宋前期宰辅军事决策机制的演变》（独立），《史林》（CSSCI）2011年第2期。

22.《宋代经筵官俸禄与待遇考论》（第一作者），《宋史研究论丛》（CSSCI）2016年第2辑。

23.《宋初“异论相搅”祖宗法初探》（独立），《宋史研究论丛》（CSSCI）2017年第1辑。

24.《抑武非崇文：宋初武将政治地位之演变》（第一作者），《宋史研究论丛》（CSSCI）2018年第2
辑。

25.《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独立），《河南大学学报》（CSSCI）2013年第3
期。

26.《北宋参知政事职权与人事演变》（独立），《河南大学学报》（CSSCI）2015年第2期。

27. 《北宋参知政事职权与人事演变》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7期论点摘要。

28.《北宋中后期三省取旨权之演变》（独立），《河南大学学报》（CSSCI）2018年第6期。

29.《宋代士大夫“以法治国”观论析》（独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CSSCI）2010年第1期。

30.《宋朝对大理寺审判的约束机制》（独立），《云南社会科学》（CSSCI）2010年第1期。

31.《宋太祖朝参知政事设立及职权考论》（独立），《北方论丛》（CSSCI）2013年第4期。

32.《略论南宋相权扩张的诸路径》（第一作者），《北方论丛》（CSSCI）2012年第3期。

33.《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第一作者），《中州学刊》（CSSCI）2016年第7期。

34.《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11期全文转载。

35.《宋代官宅类型与修建维护》（独立），《中州学刊》（CSSCI）2017年第12期。

36. 《宋代官宅类型与修建维护》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6期论点摘要。

37. 《宋辽联姻和亲理念的再解构》（第一作者）《中州学刊》（CSSCI）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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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宋太宗朝“将从中御”政策施行考》（独立），《军事历史研究》（CSSCI）2011年第2期。

39.《北宋文化软实力的海外传播》（独立），《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级报刊）2015年6月3日第6
版。

40.《汉唐官员住房境况》（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级报刊）2015年9月7日第4版。

41.《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四要素”》（独立），《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级报刊）2016年11月28日
第4版。

42.《宋代大理寺审判制度的时代特色》（独立），《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级报刊）2018年1月29日
第5版。

43.《立足社会史考察近现代思想文化进程》（独立），《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级报刊）2013年11
月8日第2版。

44.《白寿彝：专史与通史兼备的史学大师》（独立），《河南日报》（省级报刊）2012年5月4日第9
版。

45.《宋朝国子监对图书出版的监管》（独立），《知识管理论坛》2013年第6期。

46.《宋代大理寺诸职能论析》（独立），《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47．《北宋前期的宰相府》（独立），《寻根》2012年第4期。

48．《宋代法治诚信缺失成因探析》（独立），《古都开封》2013年第1辑。

49.《宋朝任法而治的活力》（独立），《文化中国》（加拿大）2010年第3期。

50.《宋代立法规范性问题初探》，《沧桑》2007年第6期。

51．《宋代嵩阳书院名师讲学考论》（第一作者），《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52．《宋朝大理寺的立法职能探析》（独立），《古都开封》2012年第2辑。

53．《高校开设历史文献检索课的几点感悟》（独立），《教育教学论坛》2013年第8期。

54.《宋代刑事立法论析》（独立），《研究生法学》2007年02期。

55．《宋仁宗废后事件缘由考论》（第一作者），《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1期。

56.《21世纪初(2001～2008年)宋代法律史研究趋向述评》（独立），《宋辽金元史史研究》（韩国）
2009年第1辑。

57.《“与时俱进”的宋代刑事立法》（独立），《法制与社会》2007年04期。

58.《宋朝大理寺审判制度论析》（独立），载《中国古代法制研究集萃》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9.《试论宋人对本朝冗官问题的认知》（独立），待刊。

60．《南宋三省合并考实》（独立），待刊。

二.学术兼职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14年—至今）

2.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16年—至今）

3.黄河文明传承与发展研究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2014年—至今）

4.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2016年2月-8月）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4&CurRec=3&recid=&FileName=CHSO200706048&DbName=CJFD2007&DbCode=CJFQ&yx=&pr=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4&CurRec=1&recid=&FileName=CUPL200702007&DbName=CJFD2007&DbCode=CJFQ&y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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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文化部中国名山名寺研究会顾问（2015年—至今）

6.《中国史研究》期刊外审审稿人（2014-至今）

7.《史学月刊》兼职编辑（2014—2015）

8.《河南大学学报》外审专家库成员（2014—至今）

三.各项荣誉

1.入选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2017年度）培养计划

2.河南省优秀博士后（2014年度）

3.河南省优秀博士后（2012年度）

4.全国百名优秀博士后（2015年度，河南大学首次入选的两位青年学者之一）

5.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首批青年骨干教师（2014年度）

6.河南大学青年岗位标兵（2017年度）

7.河南大学优秀工会会员（2017年度）

8.河南大学青年人才种子基金资助获得者（2013年度）

四.所获奖励

1.2012年度，论文《北宋中后期三省—枢密院运作机制之演变》荣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三等奖。
（独立）

2.2013年度，专著《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荣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三等奖。（独立）

3.2014年专著《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荣获北京大学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
（独立）

4. 2016年度，论文《宋代民谣传播与政治变革》，荣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5.2017年度，专著《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荣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一等奖。（独立）

五.科研项目

1．《宋代政治场域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7批特别资助项目， 2014年6月—2015年10月，
独立。

2.《宋代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52批面上二等资助项目，2012年9月—
2014年6月，独立。

3.《宋代官员交流任职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59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 2016年8月—2017
年10月，独立。

4.《宋代经筵官俸禄与待遇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国际学术交流派出项目，2016年3月——
2016年8月，独立。

5.《宋代中枢决策与民间舆情互动关系研究》，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13年9月—
2016年12月，主持。

6.《宋代中枢决策与民间舆情互动关系研究》，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 2013年8月—2015年8月，主持。

7.《宋代中枢运行成本研究》，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年6月—
2018年3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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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代官邸制与官员住房问题研究》，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5
年9月—2017年9月，主持。

9.《南宋宰辅政务决策机制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2016年11月—2019年11月，主持。

10.《宋代中枢运行成本研究》，北京市博士后（青年英才）项目， 2016年4月—2017年10月，独立。

11.《宋代中央政治权力运行研究》，河南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 2012年3月—2014年3月，独立。

12.《北宋宰辅政务决策机制研究》，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2012年8月—2014年8
月，主持。

13.《宋代嵩阳书院研究》，郑州市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 2013年10月—2015年10月，主
持。

14.《南宋中枢决策与权力运作机制研究》，河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2011年10月—2013年10月，
主持。

六．海外学术交流

2015年10月，赴韩国庆熙大学参加“第六回国际宋辽夏金元学术大会”，并受邀做主旨发言。

2016年8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国际宋代明清史学术大会”并受邀做主题发言。

2017年7-8月，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学术交流访问。

七.教学工作

为本科生开设《文献检索》、《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课程。指导历史学本科生7届38名。他们学习

成绩在年级中名列前茅，多次获得奖学金，多人在研究生推免中获得保送资格。参与河南大学校级教改

课题——“历史学研究生全国统考的回顾及启示”，项目成果2012年获河南大学教学成果奖。参与河南

大学校级教改课题——“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统考科目命题改革研究”，项目成果2013年获河南大学教

学成果奖。为研究生开设《唐宋政治文化探研》、《历史文献学》等课程。指导研究生10名，毕业4名，

均考入重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读6名。

 

联系方式：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邮编：475001

电话：15226068216

邮箱：Dg0810xueh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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