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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学术经历 

  1978年7月-1982年1月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学。  

  1982年2月-2001年5月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从事出土文书、墓碑研究。 

  1996年9月-2000年7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中国古代西北地区历史。  

  2001年5月至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从事中国古代西北边疆历史研究。 

研究课题 

       主持院重大课题《中国三--九世纪高昌至西州政治制度研究》。  

   

科研成果 

一、著作  

  《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主编），199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20万字。  

  《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与王素合著），199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出版。30万字 

  《敦煌本〈论语集解〉校证》（独著），约40万字。《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之一，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

版，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独著），200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6万字。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3年度

优秀科研成果奖。  

  《唐代墓志汇编》（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出版。  

  《中国全记录》，魏晋南北朝部分，约 4万字。台湾锦绣文化企业1990年8月出版。  

  《中国事典》唐代部分，约15万字。沈阳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中国名著大辞典》古籍类，约4万字。黄山书社1994年4月出版。  

  《中国历史导读》，魏晋南北朝部分，约4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历史与现状》，约4万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二、论文  

  《 <梁四公记>所载高昌经济地理资料及其相关问题》（合作），《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唐遮言〉作者王定保事迹辨正》（合作），《文史》第25辑，1985年。  

  《吐鲁番文书中的员外果毅》，《文物》1986年第4期，37-38、70页。  

  《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8年第2期。49-55页。  

  《隋唐史地丛考——隋唐墓志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文物》1992年第9期。  

  《唐开元后期突骑施骚扰西州史实补证》，《文史》第36辑，1992年，248页。  

  《唐折冲府增考》，《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略谈吐鲁番出土的张无价官告》，《文物报》1992年11月22日 。  

  《唐西州的译语人》，《文物》1994年第2期，45-51页。  

  《唐和守阳墓志有关西域政局的资料》，《文物报》1994年6月19日 。  

  《略谈吐鲁番出土萧道成写经题记的意义》，《文物报》1994年5 •月22日。  

  《伯希和3271号写本〈论语集解〉的性质及其意义》，《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93-98页。8,000字。  

  《唐西州长官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 (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71-

296页。24，500字。  

  《唐西州上佐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 (二)》，《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２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89-

214页。25，000字。  

  《唐西州勾官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 (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３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9-

160页。30，000字。  

  《唐西州功曹参军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 (四)》，《 周绍良 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

年，155-163页。8，500字。  

  《唐西州户曹参军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 (六)》,《敦煌学辑刊》1997年2期,45-58页。19，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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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西州市司官吏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 (九)》,《出土文献研究》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72-80页。1

0，700字。  

  《唐写本〈论语集解〉校读零拾》，《出土文献研究》三辑，中华书局 1998年出版，217-227页。14，000

字。  

  《关于〈风峪石经〉中的监护官员─兼谈唐前期写经使及判官》，《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年。  

  《唐西州九姓胡人生活状况一瞥──以史玄政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265-286页。20,000字。  

  《唐代官吏考课制度拾遗─敦煌吐鲁番考课文书考释》，《9 8 •法门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年，557-581页。21，000字。  

  《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59-68页。8,500字 

  《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19-24页。8,500字 

  《唐西州都督府参军事编年考证》,《吐鲁番学》创刊号,2000年，39-46页。10,000字。  

  《唐西州上佐职掌考论》，《吐鲁番学》 2000年第2期，总2期，52-71页。25，000字。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心2002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西州诸县及敦煌县县属机构“司”（曹）探讨》，《敦煌文献研究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40-1

65页。  

  《唐西州参军职掌考论》，《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1年。48-69页。  

  《西州政府机构的点检制度与值班制度》，《 孙修身 先生纪念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年。20，000

字。  

  《唐西州法曹参军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 (八)》，《吐鲁番学》2002年1期。6000字。  

  《唐前期地方长官与判官在公文运作中的作用及其相关问题》，《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

27-356页。29，000字。  

  《从唐西州兼摄官看唐前期地方行政体制及其变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中古社会变迁专辑，商务出版社， 2

002年。28，000字  

  《试论唐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2期。17000字。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

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卷》2002年第5期全文转载。  

  《唐西州的摄官兼官及员外官》，《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1期。27，000字。  

  《唐西州军政官吏的升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0，000字。  

  《唐西州的突厥游奕部落》，《西北民族论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700字。  

  《唐高昌县官编年考证》，《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隋末唐初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年第4期，16-27 页。全文转载于《人民大

学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2004年第2期27-38页。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6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

奖。  

  《东突厥的归附与隋前期的边政》，《西域研究》 2004年第1期。  

  《吐鲁番出土敦煌文献研究述略》（合作），《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 2004年。  

  《东突厥汗国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4年第3期。  

  《隋唐征伐高句丽刍议》（与厉声合作），《高句丽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8

9-101页。约10，000字。  

  《唐西州高昌县官吏编年考证补遗》，《吐鲁番学》2004年第2期，第33—42页。14000字。  

  《关于唐西州都督府是否有“士曹”问题》，《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第八卷，中华书局 2005年。第115—125

页，13，000字。  

  《略谈敦煌文献的收藏》，《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5年第9期（与王素合作）。  

  《唐西州前庭府官吏编年考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18页，17，500字。  

  《关于唐西州蒲昌府问题》，《西域研究》 2005年第3期。第58—68页，16，000字。  

  《怛罗斯之战与唐朝的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6年第1期。院办《理论学习》转载。  

  《唐西州天山县官吏编年考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2005年。  

  《唐西州交河县、蒲昌县、柳中县等官吏编年考证》，武汉大学学会  

  《安西四镇弃置辩论分析》，人民大学 2003年会议论文，2007年拟出版。  

  《唐西州岸头府官吏考证》，《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唐西州兵曹参军编年考证》，《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33—48页。  

  《唐西州诸乡的里正》，《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第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187—218页 

  《唐西州高昌县等级问题研究》，《西域研究》 2006年第3期，第30—40页。约16500字。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6期第63—70页转载。  

  《唐西州诸县的属吏》，《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年版。  

  《论唐西州官吏任用的类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6年第1期，第106—110页(香港《科学研究月刊》拟

转载)  

三、书评  



        《〈唐代过所研究〉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06-413页。7，000

字。     

四、译文  

        郑玄与〈论语〉》，载王素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1年出版。  

  《关于〈论语郑氏注〉》，载同上。   

五、文章  

  《王玄策与 <中天竺国行记>》，《中国青年报》 1983年8月21日 。  

  《唐代长安的西域人》，《中国青年报》 1987年6月28日 。   

  《南阳汉代画像石》，《中国青年报》 1988年5月8日 。   

  《戈壁滩上的唐代府兵》，《文史知识》 1992年第8 •期《吐鲁番文书研究专栏》。  

  《失而复得的〈论语郑氏注〉》，《文物天地》 1992年第5期，41-43页。  

  《唐灭高昌的意义》，《文史知识》 1995年第1期，17-23页。  

  《华语两次变迁》，《中国青年报》 1988年7 •月3 1 •日，《新华文摘》1988年第11期全文转载。  

  《唐朝不赦赃官》，《中国青年报》 1989年10月8日 。《古代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中国环境报》 1988

年1月29日 。以及《隋初惩办贪污渎职者》、《唐代科举与人才》、《隋扬帝妒才》、《儒家思想与自然灾变》、《九

鼎》、《 <永乐大典>始末》、《唐朝皇帝服金丹》、《“弄臣”东方朔》、《不肯卖论取官的志士》、《古代以水攻

城灾难之例》等（均载《中国青年报》）。 

  

地址：北京东城区先晓胡同1 0号（100005）  

Tel：8610-65134986 

Email：wl-bjzx@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版本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