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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生，四川省绵竹市人，历史学博士。1978年10月-1987年8月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硕士研究生、任助教。1987年9月—2004年7月在河北大学学习、工作。曾任历

史研究所教授、研究生处副处长、人文学院院长等职。2004年8月至今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4月任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9月任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社会科学版主编。现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教

授、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兼职教授、浙江省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历史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东吴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河北省社科

研究专业高级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专题顾问。主要从事宋史、西夏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出

版个人专著8部、编著6部、合编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185篇。其中，《宋夏关系史》《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分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宋夏关系史》被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收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于2010年再版。1999年被评为第三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青年教师奖”，2000年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称号、200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拔尖人才。

　　

　　

　　

　　

　　李华瑞学术简历

　　

　　一、简历

　　1978年10月－1982年7月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2年8月—1985年6月，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5年7月—1987年9月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

　　1987年9月－1990年6月在河北大学师从漆侠先生读博士研究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0年6月－2004年8月在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宋史研究中心）任教。

　　1996年7月－2000年10月任河北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

　　2000年10月至2004年8月任河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004年9月至今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2008年4月至今任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9月至今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社科版主编。

　　二、主要学术经历及兼职

　　1995年7月被河北省高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为教授职称。

　　1996年5月被河北省教育委员会评定为中国古代史博士生导师。

　　1996年被评为“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候选人。

　　1996-2005年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长。

　　1999年获第三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称号。

　　2003年至今任中国宋史研究会法定代表人、副会长。

　　2000年至今任北京大学“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评奖委员会”秘书长及评审专家。

　　2002年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2001年至今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国历史组评审专家。

　　2001-2009年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1年至今兼任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

　　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青年教师奖”。

　　200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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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至今任河北省社科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

　　2008.10至今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

　　2008.11至今任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2008年任北京市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历史学科评审组长

　　2009年4月至今任安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2009.04至今任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兼职研究员。

　　2009.05至今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09.09-2010.01任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专任讲座教授。

　　2009年至今任学苑出版社《文献研究》编委。

　　2010年12月至今任首都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0.12月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顾问。

　　2011年6月至今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2011年12月8-28日赴日本国学院大学交流。

　　三、主持科研项目

　　1、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及其统一趋势》，1997年—1999年。

　　2、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2002-2006。

　　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王安石变法研究史》2002-2004。

　　4、北京市人才强校工程-拔尖人才项目：《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2006-2009。

　　5、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中华大典?经济典》，第二主持人，2006-2014。

　　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朝面对自然然灾害的危机管理及历史经验研究》，2010-2013。

　　8、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子课题《“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比较研究》，2012-2014。

　　

　　四、教学经历

　　

　　1985—1987年在西北师院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史（宋辽金元明清史）两个学期。

　　2001年至今为河北大学历史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开设《宋史选修课》（每学年36课时）。

　　1994年被评为中国古代史硕士生导师，199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自1994年以来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设《宋史专题研究》、《宋代经济史》、《文献与宋史研究》等课

程。

　　2003年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工作期间，由李华瑞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被河北省教委评为省级“精品课”。

　　截止2013年9月共招收硕士研究生25人，博士研究生21人，博士后6人，访问学者2人。毕业并获硕士学位16人，获博士学位15人，出站博士后3人，其中已评上教授14人，副教授4

人，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4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

　　

　　五、科研获奖

　　

　　1、《宋夏关系史》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2000年）；

　　2、《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获河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1996年）；

　　3、《中国烧酒起始探微》获河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1994年）；

　　4、《宋代画市场初探》获河北省高校1991—1993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1994年）；

　　5、《中华酒文化》获保定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1997年）。

　　

　　六、学术论著

　　1、专著

　　1、《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博导书系)30万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2、《宋夏关系史》39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2000年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收入“当代中国人文大

系”。

　　3、《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33万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2001年6月再版。1996年获河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4、《中华酒文化》23.4万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1999年第2版。获1997年保定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5、《王安石变法研究史》46万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6、《宋夏史研究》约30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7、《视野、社会与人物——宋史、西夏史研究论文稿》45.3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8、《宋代救荒史稿》上下册90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2、编著

　　

　　1、《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主编及主要撰著者）50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2、《中国十大明君外传》（主编及主要撰著者）33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

　　3、《四部精华·史部》文白对译（主编及主要撰著者）48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4、《中国改革史》（50万字）本人承担22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5、《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56万字）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2012年6月第2次印刷.

　　6、《中国古代史论文选萃》（80余万字，与郝春文共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

　　

　　3、合著

　　1、《资政要鉴》（文化卷、经济卷），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2、《历代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3、《二十四史大辞典?事件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4、《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5、《〈甘肃省志〉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五太后传》(肖太后评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7、《中国改革通史?辽夏金元卷》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8、《高丽史》韩国2010.08.15-30（宋元部分资料汇编）。

　　

　　4、论文

　　

　　1、《中国烧酒起始探微》 《历史研究》1993年5期。获1994年河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

　　2、《ON THE ORIGN OF ALCOHOL I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5年4期。

　　3、《中国烧酒起始再探讨》 《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4、《宋代蕃兵设置时间考》 《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期。

　　5、《宋代酿酒业简述》 《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1年10期全文转载，获河北大学1992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6、《宋代建元与政治》 《中国史研究》1996年4期。

　　8、《试论宋代酒价及酒的利润》《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2年2期全文转载。

　　9、《关于宋代酒课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2期。

　　10、《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合作）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4期、1997年1期。

　　11、《试论宋代工商业税收中的祖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2期。

　　12、《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了吗﹖》（笔名华伦）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

　　13、《读漆侠先生和乔幼梅先生[辽夏金经济史]书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

　　14、《〈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2期。

　　15、《评〈明清高利贷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2期。

　　16、《1999—2000年辽宋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笔名华伦)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2期。

　　17、《2001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笔名华伦)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2期。

　　18、《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 《文献》1999年2期。

　　19、《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看李焘对王安石及新法的态度》 《文史》2001年2期（总第55辑）。

　　20、《宋代画市场初探》 《美术史论》1993年1期。又见邓广铭、王云海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获河北省高校1991-1993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

文类二等奖。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研究》1993年6期全文转载。

　　21、《四库馆臣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 《韩国宋辽金元史研究》第5号，2001年。

　　22、《20世纪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回顾与瞻望（1900—1949年）》 日本《中国史学》第12期，2002年

　　23、《近年来甘肃地方史研究综述》（笔名：华鹏）《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5期。

　　24、《中国烧酒起始的论争》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8期。

　　25、《〈国际宋史研讨论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论文综述》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1期。

　　26、《〈武将的悲哀〉评介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 期。

　　27、《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史学月刊》2001年2期。

　　28、《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史林》2002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3年1期。

　　29、《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

　　30、《也评朱熹论王安石》 《漆侠先生纪念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31、《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又见《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2期。

　　32、《西夏酿酒业初探》 《首届国际西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33、《宋朝的酒户》，载漆侠、胡昭曦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34、《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

　　35、《西夏纪年综考》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

　　36、《漆侠先生访谈录》 《史学史研究》2001年3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1年10期。

　　37、《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中州学刊》1995年2期。

　　38、《庆州兵变与王安石变法》《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5期，该文获1989年河北大学首届研究生科学报告会博士论文二等奖。

　　39、《试论金朝经营陕西》 《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2期。

　　40、《论宋初的西部边疆政策》《西北史地》1993年1期。

　　41、《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河北学刊》1989年6期。

　　42、《宋代征收酒课方法析论》《河北学刊》1993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5年5期全文转载。

　　43、《论宋夏战争》 《河北学刊》1999年2期。

　　44、《贸易与西夏侵宋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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