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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萍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2016-10-10

张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特聘教授。现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

事。主要研究领域：历史经济地理学、西北区域历史地理、GIS与数字人文。出版学术著作6部，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

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及中国台湾和日本、韩国等国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

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及省部级以上项目10余项。开发了“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平台入选国家新闻出版

署“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项目和“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专业与学术出版类）项目。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4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5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

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曾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问教授。

论著：

1．《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版。

2.《黄土高原村镇市场的发展及近代转型（1860——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3．《长安宫廷政变》西安出版社2007年6月版。

4．《天可汗之都——隋唐长安城》载《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5.《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三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6.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西北近代经济地理》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年

7.《近五百年黄土高原的环境扰动与社会变迁（1449-1949年）》科学出版社，2019年。

 

古籍整理：

1．《两唐书全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1月版，合著。

2．《唐才子传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3.《闲情偶记》校点，三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4．《唐诗三百首》校注，三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5.《乐府雅词校正》，三秦出版社2020年12月，合著。

6.《西北城市变迁古旧地图集粹，西安地图出版社，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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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长安酒业》，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收入《史学论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3月版。

3．《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4．《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第1期全文转载。

5.《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6．《明清陕西商路建设与市场分布格局》收入《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5年8月版。

7．《论沿江开埠对内陆农产品商品化及地域流通格局的影响——以清代陕西植棉业为例》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

——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论文集，齐鲁书社，2005年8月版。

8．《由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9．《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七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10.《清代陕西植棉业发展及棉花产销格局》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11.《近十年来大陆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1997-2006）》[日]《中国史学》第十七卷，2007年10月。

12.《明清陕西集市的发展及地域分布特征》，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13.《从牙行设置看清代陕西商品经济的地域特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4.《1905-1907：警狱制度的变革与甘肃地方社会的近代化》，[韩]《中国史研究》第57辑，2008年12月。

15.《风俗所见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以民国陕北为例》，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6.《从集期结构与商品组合看清代陕西集市发展的地域特征》，载《人文杂志》2009年第2期。

17.《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6月）。

18.《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地理》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

19.《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地域经济整合与社会变迁》《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

20．《Rise and Fall: Deciphering Urban Sites and their Environment in Overlapping Agrarian/Pastoral Region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0.3.

21．《书院、学堂、学校：晚清民国陕西学政改革与地方社会的近代化》[韩]《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

22.《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及其研究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

20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5期全文转载。

23.《城墙内的商业景观：明清西北城镇市场形态及城镇格局的演变》《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4. 《山原互动:明清秦岭北麓经济发展与市镇体系的成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4年第2
期转载。

25.《制度与空间：明清西北城镇体系的多元建构与经济中心的成长》《人文杂志》2013年第8期。

26.《动荡与饥荒：极端气候事件与区域社会应对——1929年陕西“大年馑”的个案考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3年第2期。

27.《州县内外：清代关中县域商业发展与商铺数量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8.《环境史视域下的疫病研究：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的三个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P154-160。

29.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二个维度》《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

30.《历史与旅游：一个研究的述评》《旅游学刊》2015年第11期。

31.《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构想、价值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

学术文摘》2016年第2期全文转载。

32.《官方贸易主导下清代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清史研究》2016年4期。

33.《GIS技术与二千年丝绸之路道路复原研究的新思路》《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

34.《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35.《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设计、理念与应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6.《GIS技术支持下的北宋初期丝路要道灵州道复原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乐玲、张萍）

37.《丝绸之路交通地理定位与道路网络复原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20

期

38.《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2018年9期全文转载。

《史学月刊》编辑部主编《历史与社会文摘》2018年3期转载。

39.徐雪强.张萍（通讯作者）.唐代丝绸之路东（中）段交通线路数据集（618——907年）.中国科学数据.[J/OL]2018.3(3)(2018-08-

20) doi:10.11922/csdata.2018.0015.zh.（CSCD源期刊）

40. 罗聪.张萍（通讯作者）.清至民国石羊河流域聚落数据集.中国科学数据.2018.3(3) .[J/OL]2018.3(3)(2018-08-19)

doi:10.11922/csdata.2018.0014.zh（CSCD源期刊）

41. 程 军 . 张 萍（ 通 讯 作 者 ） . 蒙 元 时 期 丝 绸 之 路 旅 行 家 GIS 数 据 集 . 中 国 科 学 数 据 .[J/OL]2018.3(3)(2018-08-15)

doi:10.11922/csdata.2018.0017.zh（CSCD源期刊）

42. 胡宇蒙 .晏波 .张萍（通讯作者） . 两 汉 丝 绸 之 路 交 通 GIS 数 据 集 . 中 国 科 学 数 据 .[J/OL]2018.3(3)(2018-08-18)

doi:10.11922/csdata.2018.0016.zh（CSCD源期刊）

43.《明清秦州城记所见城池管理的两个问题》，《北京史学》2019年春季刊（总第9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

44.《丝绸之路新疆段访古考察日志》，《中国人文田野》第8辑，巴蜀书社，2019年8月。

45. 《2017年丝绸之路中亚考察行记（节选）》，《中国人文田野》第9辑，巴蜀书社，2020年12月。

46.《清至民国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基于古旧地图及数字化的分析》（李振德、张萍）《历史地理研究》

2020年第2期。

47. GIS for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Yifan Lu Ping Zhang), Xinyue Ye Hui Lin Editors ‘Spatial Synthesis :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P53-64.

48.《西北城市古旧地图谱系及其价值与利用》《安徽史学》2021年第1期，第5-12页。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文摘》2021年3期转

载。

49.《唐王朝对楚河、塔拉斯谷地的经营与中亚文化遗产》《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人大书报资料中心《魏晋南北朝史》2021年

6期全文转载。

50.《明清西北筑城碑记的形成、特征及历史地理学价值》《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1期。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2021年4期全

文转载。

51.《选精选粹：西北城市古旧地图的来源与特色》《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52.《民国<西京市区>图的数字化、数据提取和应用价值》《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11期。



科研课题：

1．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黄土高原农村市场的发展及近代转型(1860-1949)”。

2．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城乡市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环境基础”。

3.主持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专项基金项目“近五百年来黄土高原环境扰动与社会变迁”。

4．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1000年来黄土高原地区小城镇发展与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之子课题“陕北的小

城镇发展与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5. 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六百年来西北地区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城镇发展与市场发育研究”。

6.主持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基金项目“运用GIS技术对明清以来黄土高原典型地区商业市场与商业社会的研究”。

7.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三千年来西北地区环境变迁研究”。

8.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碑记所见西北地区城镇形态演变与城镇社会变迁(1368-1911)”。

9.主持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

10.主持国家文化产业基金项目“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开台”。

11. 主持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明清民国西北地区筑城碑记、城镇地图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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