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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文礼，内蒙古杭锦后旗人。1979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

专业，获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博士学位。

1982年9月至1989年8月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1989年9月调入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所带研究生为专门史专业中国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史方向。

樊文礼教授先后讲授过中国古代史、隋唐史、中国历史地理、史学论文写作、中国民族关系史等课程。发

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参编学术著作6部，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项，市厅校级一、

二、三等奖10项。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代北集团与唐末五代的民族融合与民族认同》1项，山东省社

科规划重点项目《儒家民族思想研究》1项。其学术研究方向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唐代藩镇问题研究。樊文礼教授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该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唐代藩镇个案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以牙军为核心的军人集团是藩镇割据的主要社会基础的观点。代表作有：《试论唐河朔三镇内外矛

盾的发展演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3）、《唐朔方节度使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3）、

《唐代平卢淄青节度使略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2）、《唐淮西节度使略论》（《烟台师范学院学

报》1994.2）等。

（二）唐代民族关系及西北史地研究。代表作有：《唐代灵、庆、银、夏等州界内的侨置府州》（《民族研

究》1990.4）、《唐代羁縻府州的类别划分及其与藩属国的区别》（《唐史论丛》第8辑）、《唐贞观四年设置

突厥羁縻府州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3）、《唐代单于都护府考论》（《民族研究》1993.3）、

《唐代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略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2）、《唐代的安姓胡人》（《内蒙古大学

学报》1998.2）、《唐代羁縻府州的南北差异》（《唐史论丛》第13辑，2011年）等。樊文礼教授认为，唐朝

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经历了由前期正州制配合羁縻府州制的统治体系到后期的军城节度使的发展演变，羁縻

府州既是唐朝边疆防务的主要对象，也是唐朝边疆防务的重要力量。他还较早地提出了对唐代羁縻州的类别加以

区别的观点。

（三）唐宋社会变革问题研究。樊文礼教授也是国内较早注意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1982年，他发表了

《从宋初的改革措施看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统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2）一文，即涉及到这一问题，引

起日本学界的关注。2000年，他出版了专著《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首次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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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这一概念，认为这是一个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

集团，它在唐末五代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至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这一集团才因失去生存

环境而消失。这一观点也在中外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儒家民族思想研究。发表了《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发展演变》（《烟台大学学

报》2005.3）、《先秦儒家的民族观》（《烟台大学学报》2006.3）、《“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

观》（《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3）、《略论郝经对儒家“用夏变夷”思想的发展》（《孔子研究》

2006.1）等论文。出版《儒家民族思想研究——先秦至隋唐》专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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