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默

系所：中国近现代史

职务：副教授(副研究员)

联系方式：cmhistory@scu.edu.cn

陈默，1984年4月生于成都，四川大学历史学专业本科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民国政治史、民国军事史。邮箱地

址：cmhistory@scu.edu.cn

一、学习及工作经历

2002年9月—2006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2级历史学基地班，学士；

2006年9月—2009年6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06级硕士班（推荐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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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012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09级博士班（免试硕博连读），博士；

2012年7月—2017年7月，四川博物院，历任讲解员、保管员、学术中心副主任，文博副研究
馆员；

2017年7月—2020年9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2020年9月至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二、主要发表

论著：

1、《伟大征途上的中国梦：四川红军珍贵文物故事》，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执行主编。

2、《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第四卷《战时军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一
作者（与王奇生等著）

期刊：

1、《浅析宋代茶文化繁盛的原因》，《文史杂志》2004年第3期。

2、《全面抗战前（1928—1937）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
期。

3、《新学堂里的旧师生——以清末四川新式中学堂为例》，《历史教学》（CSSCI）2011年
第22期。

4、《抗战初期的国军整理：部队的整补扩充和新编制的形成(1937—1938)》，《抗日战争研
究》（CSSCI）2013年第1期。

5、《四川博物院藏11件任鸿隽史料述略及校勘》，《博物馆学刊》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6、《“专家”还是“杂家”：新时期博物馆从业者刍议》，《博物馆学刊》第4辑，科学出版
社2014年出版。

7、《艰难的演进——抗战相持阶段国军的编制嬗变（1939—1944）》，《抗日战争研究》
（CSSCI）2015年第2期。

8、《“拉伕子”、“做生意”、“卖粮食”——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对各地的滋扰》，《博物
馆学刊》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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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教而战：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的教育和训练》，《民国档案》（CSSCI）2016年第
2期。

10、《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为例》，《抗日战争研究》
（CSSCI）2016年第3期。

11、《战时国民党军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民国研究》（CSSCI）2016年秋季号
（总第3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

12、《发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抗日战争研
究》（CSSCI）2017年第2期。

13、《<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出版》, 《抗日战争研究》（CSSCI）2017年第3期。

14、《“弱稳定”中的两党关系：一九四○年国共之间缓和局面的形成和破裂》，《党史研究
与教学》（CSSCI）2018年第5期。

15、《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抗日战争研究》（CSSCI）2019年
第2期。

16、《地方意识与区域政局——以护法运动时期粤军“援闽”之役为例》，《暨南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CSSCI）2019年第7期。

17、《蒋介石“越级指挥”再诠释——兼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中的内在逻辑》，《史林》
（CSSCI）2019年第4期。

18、《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十年发展成就略说》，《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9年第5期，与霍巍等合著，第二作者。

19、《一九四一年中共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观察》，《党史研究与教学》（CSSCI）2020年第3
期。

20、《阴谋、误判、解读：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CSSCI）2021年第1期。

21、《另一个粤军故事：护法运动时期粤军对桂系的三次反抗》，《学术研究》（CSSCI）
2021年第5期。

22、《国民政府对一九四一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兼论蒋介石的战略眼光》，《抗日战争研
究》（CSSCI）2021年第2期。

报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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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前国民党军队的整军计划》，《团结报》2016年4月7日，第五版

2、《抗战一年后国民党军队的整补和扩充》，《团结报》2017年8月24日，第五版

3、《2020年抗日战争史研究述略》，《团结报》2021年2月4日，第八版

三、承担项目

1、主研（排名第三）“抗战时期国共军队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4年5月
—2019年3月，已结项。

2、主持“抗战时期地方军政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2017年
起。

3、主持“全面抗战时期川康实力派与国、共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
群青年培育项目，2018年起。

4、主持“报刊所载战时四川大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四川大学“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专项课
题，2019年起。

5、主持“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组织形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9年起

6、主持“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粮食统制政策形成过程研究”，中国博士后第67批面上资助，
2020年起

四、开设课程及教学奖

本科课程：

中国现代军事史、中国现当代民间文献整理与研读、中国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重要史料导

读、中国抗日战争史

研究生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导读、中华民国史专题

教学奖：

2018年12月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探究式—小班化”教学竞赛中，获优秀奖；

2019年1月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京梅”奖教金奖励，被评为先进个人。

2019年12月获四川大学2018年度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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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获四川大学2019年度“探究式—小班化”教学质量优秀奖。

五、国际学术交流：

2005年7月，赴韩参加韩国檀国大学主办的“KOREAN CULTURE PROGRAM”国际学术交流
活动；

2006年8月，赴港参加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暑期学校学
术交流活动；

2010年2月—6月，赴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交换学生。

2015年10月，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学术访问。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是在本校历史最悠久的系科——历史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学院下辖考
古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世界史教研室、旅游与景观学系、 会展与休闲学系、国
际旅游与酒店管理（全英文）7个系（教研室）…more (/detail/5a18cd3cd765df62998c8147)

联络方式

望江校区:四川省成都市望江路29号 
江安校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川大路

电话:028-8541-7695

邮箱:history@scu.edu.cn







相关链接

四川大学官方网站 (http://www.scu.edu.cn)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 (http://historytourism.scu.edu.cn/tourism/)

四川大学博物馆 (http://scudm.scu.edu.cn/)

四川大学藏学所 (http://www.zangx.com)

考古教学实验中心 (http://archeol.lab.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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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古籍所 (http://gj.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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