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首页>> >中心学者 

  

谢贵安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加入时间：2002-3-13 浏览人次：1871 

   

谢贵安，男，汉族，1962年9月生，湖北襄阳人。1979年－198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先后读本科及硕士研

究生，获学士及硕士学位。毕业后留该校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执教4年，1987年晋升为讲师。1990年－19

93年师从张舜徽教授，攻读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分配至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至

今。1995年5月晋升为副教授，2002年10月晋升教授。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及明清文化史。出版《明实录研究》、《中国史学史散论》、《明末清初新

民本思想研究》（与冯天瑜合作）、《太玄大戴礼研究》（与刘韶军合作）等专著，在《史学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哲学研究》、《文史》、《学术月刊》、《文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科研项目“明中期至清中期中

国文化内部现代性因素研究”及湖北省“九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近代转型”。讲授“中国

史学史”、“明清文化史”、“古代史学理论”等课程。招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中国史学史及中国古代

史学理论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国（明清）史学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论著目录: 

    一、著作 

1．《明实录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6月版，30万字；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版，39万

字。 

2．《中国史学史散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33万字。 

3．《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与冯天瑜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30万字。 

4．《太玄大戴礼研究》（与刘韶军合著），武汉出版社，1991年1月版，23万字。 

5．《中国谣谚文化――谣谚与古代社会》，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21 .6万字。 

6．《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2月版，26.3万字。 

7．《校勘学纲要》（古籍整理研究八种之一），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7万字。 

8．《旅游文化学》（第一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30万字，自撰24万字。 



9．《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编著，独力完成），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110万字。 

    二、论文 

（一）明清史（主要为明清史学史及文化史） 

1．《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10000字。 

2．《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7500字。 

3．《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大复印资料•历史

学》2000年8期全文转载）10000字。 

4．《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14000字。 

5．《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90

00字。 

6．《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10000字。 

7．《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11000字（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全文转载） 

8．《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 ），燕山出版社，1991年8月版，8600字。 

9．《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8月版，9700字。 

10．《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9100字。 

11．《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12000字。 

12．《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12000字。 

13．《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 期，8000字。 

14．《〈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编后记》，《古籍整理》，1992年第1期，3000字。 

15．《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

月版，12544字。 

16．《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

刊》，2002年第4期，13860字。 

17．《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院》2003年第3期。8500字。 

18．《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 10000字。 

19．《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 10000字。 

20．《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版，11000字（又收入《钱大

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1．《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6000字。 

22．《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7000字。 

23．《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11000字。 

24．《一部研究清人笔记的开山之作――评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8

年第3期，6500字。 

25．《一部有特色的湖北地方史专著－－评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

5000字。 

26．《考镜源流与辨章学术的用心之作——评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冬

之卷。 

27． 《东亚文化圈：从边缘看中心——评冯天瑜新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

察〉》，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4500字。 

28．《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6月，2000

0字。 

29.《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11088字。 

30.《〈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8880

字。 

31.《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9月，126

72字。 

32.《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13600 字。（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 



33.《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17000字。 

34.《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 2003年10期，14000字。（又《人大复印资料•明

清史》，2004年2期转载） 

35．《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5月18日），7800字。 

36．《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7年5月版。13000字。 

37．《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8000字。（又

《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 

（二）其他论文 

38．《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10000字。（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1期） 

39．《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9800字。 

40．《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8500字。 

41．《〈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2．《试论郑樵会通思想的内容》，《研究生学报》，1984年第3期，7000字。 

43．《郑樵校雠学特点论要》，《湖北行政学院学院》2004年第4期，9500字。 

44．《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9000字。 

45．《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6000字。（后收入《苏颂研究文

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2月版） 

46．《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10000字。 

47．《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1989年第4期，9000字。 （《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又收入《品书集》，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0年8月版） 

48．《张舜徽先生学术思想及成就》，《文教资料》，1992年5期，5000字。 

49．《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6期，11500字。 

50.《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12000字。 

51．《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10000字。 

52．《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6000字。（《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

年第10期转载） 

53．《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10584字。 

54．《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10000字。 

55．《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9500字。 

56．《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版，20000字。 

57．《试析倒文与错简的形态》，《古籍整理》，1990年第1期，5700字。 

58．《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4500字。 

59．《谣谚与古代饮食文化》，1992年第8期，4000字，《中华食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

月。 

60.《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8月，6000字；又《律师文摘》2005年第2辑转载。 

61．《古代政治民谣及其社会舆论功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创刊号，7560字。 

62．《“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

0月版，8000字。 

63．《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7500字。 

64．《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12000

字。 

65．《汉民族研究的奠基之作――评〈汉民族发展史〉》，《学术论坛》，1996年1期。 4000字。（又中

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大复印资料•出版工作、图书评介》1996年6期） 

66．《造圣运动与孔子手订六经》，《东方文化》1996年5期。6500字。 

67．《从礼乐偕配到礼崩乐坏－－〈先秦礼乐文化〉对先秦社会变迁的新阐释》，《江汉论坛》，1999年1

期。3500字。 



  

68．《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评冯天瑜先生〈中华元典精神〉》，《学术月刊》1996年5期。3000字。 

69．《人文精神的不懈追寻――评冯天瑜先生〈人文论衡〉》，《江汉论坛》，2001年9期，5000字。 

70．《战乱年代的回忆－－评〈中国近代军阀简史〉》，《酿蜜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版，6000字。 

联系方式：xieguian@126.com;  guianxi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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