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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常利兵  职称：  研究方向：  电话：  电子邮件:

常利兵，男，山西泽州县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2005年获山西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法学），2010年获山西大学中国近现代史

专业博士学位（历史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社会史，尤为关注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生活世界的演进脉络及其构造的内在视野。2007年至2014年间，先后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

心、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日本宇都宫大学、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等地进行短期学术交流和访问。2012年9月至2013年7月，获教育部“青年教师骨干培训项目”支持计划，到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访学一年。近年来围绕1949年后农业生产技术、农村卫生医疗和农民文化教育三个专题进一步开展研究，试图为当代社会史研究开辟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和对话空间。

一、研究取向：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人类社会的大历史进程中地方民众的命运沉浮，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耕耘、理解和期望，特别是他们全部生活中的“变”与“不变”及背后的

深层机制、结构、条件、意义。我相信这是一块值得长期辛勤劳动和付出的学术园地。

二、科研项目：

1、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社会改造的历史实践及影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17BZS118，2017年6月-2020年12月，资助金额20万元，主持，在研。

2、政治与日常：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山西农民生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09CZS032，2009年6月-2012年8月，资助金额8万元。主持，已结项。

3、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基于四个典型村庄的社会史考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08AZS002，2008年6月-2011年12月，资助金额15万元。排名第2，已结项。

4、20世纪山西民间戏曲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田野调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0CZS034，2010年6月-2013年6月，资助金额10万元。排名第2，已结项。

5、集体化时代山西太行山区的减贫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18BZS141，2018年6月-2021年12月，资助金额20万元，排名第2，在研。

6、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批准号12&ZD147，2012年10月-2017年12月，资助金额60万元，排名第5，结项中。

7、太行根据地乡村日常生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2CZS053，2012年6月-2015年12月，资助金额15万，排名第3，已结项。

8、农村基层档案搜集整理研究，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批准号2011252，2011年10月-2013年12月，资助金额35万元，排名第2，已结项。

9、水文化与地方社会：-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产业、信仰与制度，2008年度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批准号20083008，2008年8月-2011年6月，资助金额10万元，排名第2，已结

项。

10、清代山西民间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批准号2012312，2012年7月-2014年7月，资助金额24万元，排名第3，已结项。

11、集体化时代山西典型农村个案研究：以西沟村为例，2013年度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批准号2013302，2013年7月-2015年6月，资助金额5万元。主持，已结项。

12、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集体化时期山西省农业技术改造及影响，2016年度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批准号2016303，2016年6月-2018年9月，资助金额5万元。主持，已结项。

三、主要论文：

1、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宏观机制及在地化实践，《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2、问题与主义：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实践及思想意涵，《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独立。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18年第1期全文转载。

3、“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以社会史视角理解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独立。

4、文人土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革命实践与话语表达，《上海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独立。《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9期，全文转载。

5、“告别革命”论与重提革命史——兼论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独立。

6、重提革命史：何以可能？《人间思想》第7辑，独立。

7、史料何以成为思想利器？《读书》2015年第5期，独立。

8、“洋犁入中土”：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传播图景，《读书》2017年第1期，第1作者。

8、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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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山西大学 丨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丨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丨 近代中国研究网 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丨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研究中心 丨 中山

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丨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丨 中国农村研究网 丨 华中科技大学—三农中国网

9、土地、劳动与观念：1949——1957年山西省农民生活变革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独立。

10、塑造婚姻与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以贯彻1950年《婚姻法》为考察对象，《晋阳学刊》，2013年第3期，独立。

11、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相关研究回顾与思考，《社会史研究》2013年第3辑，独立。

12、在山西发现历史：一个问题意识的思考，《历史教学》，2012年第24期，独立。

13、“三反”运动中的张顺友事件，《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独立。

14、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问题：叙事话语与历史真实，《二十一世纪》，2011年第2期，独立。

15、国家政权的文化合法性，《二十一世纪》，2010年第8期，第1作者。

16、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一种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独立。

17、运动作为一种治理术：以晋阳公社社教运动为例，《乡村中国评论》2007年第2辑，独立。

18、政治权力と农民の日常生活の組織化，《中国农村社会の历史的展开》，御茶の水书房，2018年。

19、社会史视野中的赵树理和他的时代——一个问题史的再思考，《赵树理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20、重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集体化时期农村技术、卫生和教育为讨论中心，《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6期，第1.

21、卫生与积肥:集体化时期稷山县农村厕所改良与粪便处理，《文史月刊》2020年第2期，第2。

22、绿肥压青:新中国成立初期晋南农业区耕作技术的在地化实践，《文史月刊》2019年第3期，第2.

23、建国初期山西省农民的害虫观念，《文史月刊》2017年第10期，第2.

24、算账与说理：组织起来的实践机制——以李顺达互助组为中心（1943-1951），《南开史学》2020年第1期，独立。

 四、出版著作：

1、独著《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1943-1983）》，商务印书馆，2019年8月。

2、独著《窦庄往事：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3、合著《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五、获奖情况：

1、著作《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1943—1983）》，荣获2019年度“百部（篇）工程”获奖成果一等奖。

2、论文《问题与主义：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荣获2020年度山西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中心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 联系电话：0351-7011488 传真号码：0351-7011488 E-mail:rcsh@sx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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