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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_教授】岳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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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谦厚（1969.10——），男，山西省偏关县人，1991年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96年和1999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1999～
2001年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6年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学部高级访问学者,2012～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中青年
骨干教师”访问学者。2000年9月破格晋升教授。1999～2003年任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2002年至今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
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学术兼职有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2000年至
今）、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及【全国】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等。2005年入选山西省“高等学校青年
学术带头人”，2006年获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9年入选山西省“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333人才
支持计划”，2012年入选“山西省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2013年入选“山西省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出版学术论著《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人民
出版社2001年）、《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东方出版社2004年）、《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
之破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书海出版社2005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的调查研究》（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0年）、《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中华书局2004年）、《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
初期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民国史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华北抗日战争史（上）》（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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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2005年）、《抗战时期山西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调查（专题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近代人物家族研究丛书：曹锟家族》（金城
出版社2000年）、《布衣总统：曹锟》（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一版、1996年再版）等14部，在【（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中国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史学月刊》、《民国研究》、《光明日
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40余篇，并有多项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及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2年获山西师范大
学“优秀教师”称号，2003年获山西师范大学廉正建设先进个人和模范党员称号，2006年获山西大学“富士康教师奖”，2009年获山西大学“十大杰出青
年”称号,2011年入选山西大学第一批“青年英才支持计划”。 

  2002年调任山西大学以来主要科研成果 

  一、重要学术著作 

  1.《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 

  2.《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东方出版社出版。 

  3.《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4.《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书海出版社出版。 

  5.《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6.《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的调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7.《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中华书局出版。 

  8.《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9.《华北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抗战时期山西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调查（专题卷）》，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重要科研成果奖 

  1.《顾维钧与抗日外交》，2002年第三届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2.《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2004年山西省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3.《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2006年第四届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4.《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2005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一等奖，2007年山西省第五
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山西省第五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5.《华北抗日战争史》，2006年山西省优秀图书奖，2007年山西省第五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6.《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述评》，2007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二等奖。 

  7.《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2007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二等奖，2009年山西省第五届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8.《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2009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二等奖。 

  9.《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2010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一等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优秀图书奖，2011年山西省第七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年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山西省第
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三、主持重要科研项目 

  1.《华北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问题研究》，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3.《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的调查研究》，2006年教育部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4.《回到“集体化”：太原城中村郝庄经济社会变革的道路选择》，2011年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 

  5.《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破坏的调查研究》，2002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招标项目。 

  6.《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吕梁山区农村社会发展研究》，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7.《民国外交官群体研究》，2002年度山西省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8.《晋西农村七十年：抗战时期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的回访与研究》，2009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 

  9.《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200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 

  1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200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项目。 

  11.《山西生态农业发展研究》，2004年度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基金项目。 

  12.《从“乡村建设”到“新农村建设”：民国经验与新时期的路径选择》，2008年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基金项目。 

  13.《60年来吕梁山区农村土地制度研究》，2010年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基金项目。 

  14.《从农村到城市：60年来郝庄之社会变迁》，2010年太原市软科学研究计划基金项目。 

  15.《盂县历史名人研究》，2010年阳泉市盂县软科学研究计划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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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2006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17.《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2006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18.《人文科学研究生创新教育与综合素质培养改革研究》，2012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19.《太原城中村经济变革的道路选择》，2013年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基金项目。 20.《山西省各地馆藏根据地时期农村日常生活资料收集与整
理》，2013年山西省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资助项目。 

  四、主要学术期刊论文 

  1.《太岳解放区之土改整党》，《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2.《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农村扫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3.《抗战时期日军对山西的毒化侵略》，《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 

  4.《太行山与八路军华北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 

  5.《“人人过关”：土改在晋蒙交界偏关县的经历》，【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2011年第9辑。 

  6.《战时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模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摘编。 

  7.《“五四”之后到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1年第12期全文转载。 

  8.《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闹社风潮》，《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 

  9.《抗战期间日军对山西工矿业的掠夺与破坏》，《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 

  10.《“村选”与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1941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村选考析》，《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 

  11.《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合作社兼营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2.《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3.《“郭四颗事件”与“反封先锋”的构建：关于汾西县霍家坪土改中贫农致死一案的考察》，【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
2009年第7辑。 

  14.《中国是如何走向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5.《19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道路之讨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第9期全文转载。 

  16.《“文蔚典礼”之才——温大雅》，《光明日报·史学》2008年4月13日。 

  17.《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袖：以“张初元模式”为个案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2期转摘。 

  18.《山西稷山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述评（1949～1984）》，《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9.《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 )
2007年第5辑。 

  20.《吴凇铁路兴毁漫议》，《光明日报·史学》2007年6月1日。 

  21.《“抗日根据地与太行精神”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22.《阎锡山之“土地村公有”理论及其实践办法》，《民国研究》2006年第10辑。 

  23.《民国外交官领事官考选制度之考察》，《民国研究》2007年第11辑 

  24.《日本占领期间山西人口资源受损状况分析（上）》，《民国研究》2010年第17辑。 

  25.《日本占领期间山西人口资源受损状况分析（下）》，《民国研究》2010年第18辑。 

  26.《〈大公报〉对发展社会体育的推动》，《民国研究》2011年第20辑。 

  37.《1931年的洪水灾害及其救助活动：以湖北、安徽、河南3省为中心》，《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论集》2008年总第8号。 

  28.《十字路口的顾维钧：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一个考察》，《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5期全文转
载。 

  2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 

  30.《再论1931年鄂豫皖三省大水》，《安徽史学》2012年第5期。 

  31.《<申报>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报道之分析》，《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 

  32.《战时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模运动》，《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 

  33.《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 

  34.《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35.《舆论传媒·社会动员与权益博奕：1922年北京政府邮电加价风波考察》，《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36.《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 

  37.《民国外交官学历背景之量化分析》，《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6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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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顾维钧与台湾国民党政权（1950～1956）》，《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1期。 

  39.《米脂县杨家沟马家地主租佃关系之考察》，《江汉论坛》2008年第8期。 

  40.《胶州土地法规与城市发展》，《城市发展研究》2008年第5期。41.《“五四”前后中国学生运动之考察》，《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1期。 

  42.《〈大公报〉广告及其特征》，《山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43.《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中国近代化道路问题》，《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44.《庙会与乡民休闲——以明清以来山西庙会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5.《1930年代阎锡山之“土地村公有”理论》，《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6.《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4年第12期全文转载。 

  47.《近代中国使领人员薪俸待遇之考察》，《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 

  48.《光绪二十八年天津霍乱及其防治》，《天津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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