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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云飞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2016-03-15

　　迟云飞，1957年11月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今海伦市）。

　　学习经历：1977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81年底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即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导师为林增平教授、王永康教授。1984年底毕业获硕

士学位。199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戴逸教授。1999年暑期毕业并获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1985年初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所任教。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受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1998年晋升为教授。

　　1999年7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到该校历史系工作至今。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清末民国初的政治史。已出版专著三部，编著三部。在《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湖南师范

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近百篇。有多篇论文在《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刊物转载、介绍。目前研究的主要课题为“清季新设中央机构

研究”（教育部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晚清改革与革命”。

　　为研究生、本科生等讲授过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史料学、晚清新政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人物研究、清末政治研究、日语（初级）等课程。

　　

　　

　　

　　

　　迟云飞著述目录

　　一、著书

　　1、《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22万余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光明日报》刊登书评。2008年修订再版。

　　该书获中国大学版协中南地区1997---1998年度学术著作二等奖。

　　2、《宋教仁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该书获2012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3、《清末预备立宪研究》，538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4、《中国近代史实正误》，与郭汉民合作编著。4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书出版后，《近代史研究》等近10家报刊报道或刊载书评。

　　5、《清通鉴》，本人完成近60万字（光绪朝下、宣统朝），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主编为戴逸、李文海教授。该书已获“中国图书奖”。

　　6、《清史编年》，本人承担第十二卷近50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主编为李文海教授。该书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2004年再版。

　　7、《曾国藩大传》（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再版，原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二、论文、译文等

　　

　　1、《关于陈天华几件史实的考订与纠误》，四千多字，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此文已有5种书刊转载或介绍。

　　2、《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此文已有包括人大复印资料等7种书刊转载或介绍。

　　3、《黄花岗烈士林觉民》

　　4、《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上二文均载《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5、《宋教仁诗文搜佚》，载桃源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1987年3月出版。

　　6、《宋教仁与孙中山》，《大庆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

　　7、《林觉民》

　　8、《端方》，上二文均载《清代人物传稿》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9、《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民国春秋》1988年第1期。

　　10、《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新议》，《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8年第7期全文转载。

　　11、《孙中山史实订误一则》，《学术研究》1988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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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湖南时务学堂考实》，《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1989年《中国历史学年鉴》摘要介绍（第157页）。

　　13、《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北方论丛》1988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期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1989年第1期

转载。

　　14、《中国近代人物的重新评价－－记宋教仁讨论会》（译文），载《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第31期（1988年）4000字，原作（日）：松本英纪。

　　15、《传教士与太平天国》，7000字，《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

　　16、《马克思主义东传中国的文化因素》，迟云飞、丁笃本作，11000字、《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第2期摘要1200字介绍。

　　17、《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郭汉民、迟云飞，3600字，《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

　　反响：长沙市政协编《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专刊》（1989）全文转载。

　　18、《龙璋传论》，6000字，《求索》, 1985年第5期。

　　19、《〈国民党宣言〉的作者是宋教仁》，《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

　　20、《胡耀邦传》节选，迟云飞、林怀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1、《赵尔丰》，5000字。《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五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2、《理学、经世、洋务－曾国藩的思想倾向及其矛盾》，《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史学增刊。

　　23、《日本对湖南近代史的研究》（译文），《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史学增刊。

　　25、《黄兴与民初政局》，七千多字。载《黄兴研究》，林增平、杨慎之主编，湖南师大出版社1990年出版。

　　26、《二次革命与黄兴流亡日本》（译文），同上，原作（日）：片仓芳和。

　　27、《借孔子亡灵：康有为的失败和他的矛盾》，《戊戌维新运动研究论文集》（维新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东康梁研究会编，1990年广东出版。《中国社会科

学》1989年第3期宋德华、刘圣贤《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戊戌变法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一文介绍。

　　28、《宋教仁和同盟会资料》（译、注），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辑，1990年10月出版。

　　29、《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史料》（译文），载《近代史资料》总第7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

　　30、《熊希龄与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载《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31、《早年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综述》，《湖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3期全文转载。

　　32、《赵尔丰在川活动简论》，《历史教学》1991年第4期。

　　33、《乡绅与辛亥革命》，译文，《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8期，1991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4、《宋教仁年谱稿》（译）（原作片仓芳和），载《辛亥革命时期桃源人物集》，国际展望出版社1991年出版。

　　35、袁世凯（研究述评）。

　　36、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研究述评）。

　　37、陈天华（研究述评）。

　　38、蒋翊武（研究述评）。

　　39、清末皇族亲贵（研究述评）。

　　以上均载《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林增平等主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

　　40、《忘年之交－－黄兴与龙璋》，载萧致治主编《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41、《清政府为何灭亡在1911年》，《求是》（内部文稿）1991年第24期。四川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6期全文转载。

　　42、《清政府衰败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湖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1) 1992年5月23日《周末》摘登1100余字。 (2)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2年第3期摘要介

绍。

　　43、《清季政府及其覆亡论析》，《辛亥革命新论（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出版社1997年出版。又载：《北方论丛》1992年第2期。

　　44、《善耆》

　　45、《赵尔巽》，二文均载《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46、《载涛》

　　47、《载洵》

　　48、《程家柽》，以上三文均载《清代人物传稿》第八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49、《学んで厌わず，人に教えて倦まず》（日）《近きに在りて》第23 号，1993年5月。

　　50、《林增平教授の功绩を称する学术讨论会と追悼大会》，见同上。

　　5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产生与宋教仁》，译文，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原作（日）松本英纪。

　　52、《基督教和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载《北方论丛》1993年第4期。又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B9《无神论·宗教》

1993年第5期转载。

　　53、《林增平》，载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6期，1993年出版。

　　54、《载泽》

　　55、《蔡元培》，以上均载《清代人物传稿》第九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56、《黄兴与宋教仁》，载《文史拾遗》1994年第3期。

　　57、《戊戌以后康梁与清廷官员的联络活动》，载《北大史学》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又载《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8、《从国情国力军力的比较看中日甲午战争》，载《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又载《湖南师范大学学

报》1995年第1期。(1)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5年第4期转载。(2)《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介绍观点。(3)《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第3期摘登。(4)1996

年《中国历史学年鉴》摘要介绍。

　　59、《学习西方：魏源与吉田松阴之比较》（合作），载《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60、《宋教仁与〈间岛问题〉新证》，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61、《五四启蒙》载王兴国主编：《湖湘文化纵横谈》，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62、《蔡锷与黄兴》，载《文史拾遗》1996年第4期。

　　63、《民初蔡锷与宋教仁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策的比较》，载《蔡锷新论》，湖南出版社1997年出版。

　　64、《周秋光著〈熊希龄传〉读后》，载《团结报》1997年6月11日。

　　65、《孙中山与宋教仁关系论析》，载《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66、《端方与清末宪政》，25000字，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9辑，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

　　67、《小议清廷与清政府》，《光明日报》1998年7月10日。

　　68、《孙中山与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与实施方案的比较研究》，载《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69、《戊戌政变后清廷朝局与国策演变初探》，载《谭嗣同与戊戌维新》（论文集），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70、《清季主张立宪的官员对宪政的体认》，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0年第11期全文转载。

　　71、《甲午战后至百日维新清政府的改革措施》，载《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72、《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与热点问题述评》，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中国大学学报年鉴》摘要4000字。

　　73、《1906－1911年政府官员中的反立宪思想》，13000余字，《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2期，新华出版社出版。

　　74、《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18000字，《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2年第1期全文转载。又载中国史学会编：《辛

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75、《清政府为什么在九十年前灭亡》，《人民政协报》2001年10月9日第5版。

　　76、《清王朝灭亡原因新探》，《湛江研究》2001年第2期。

　　77、《重新审视晚清立宪派》，《光明日报》2002年9月10日《理论周刊·历史》，4千余字。

　　78、《革命、改良与革命、晚清革命的起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7千余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1期摘要介绍；《中国文化研

究》摘要介绍。

　　79、《列强的冲击与清政府的衰亡》，《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1期。



　　80、《清末社会的裂变与各阶层分析》，《史学集刊》2003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2期摘

要。

　　81、《孙中山与晚清革命党人社会背景的再认识》，《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

　　82、《个别人物、精英思想与大众意识》（与李志毓合作），载《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出版。

　　83、《晚清新政与张之洞研究的新进展》，15000字，《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84、《陈天华、宋教仁留日史事新探》，6000字，《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6年第5期全文转载。

　　85、《治学的资料功底》，17000字，载冯光廉主编《文科研究生治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学习西方：魏源与吉田松阴的比较》，台湾《历史月刊》第217期。2006年2月。

　　86、《从恽毓鼎日记看百年前的北京城》，载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87、《为什么孙中山成为革命先行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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