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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顺

基本情况

姓名：高福顺

性别：男

职称：教授

所在系别：历史学系

是否博导：是

最高学历：研究生

最高学位：博士

电话：

Email：

详细情况

所在学科专业：历史学

所研究方向：辽金史、东北民族史

讲授课程：辽金史料学、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论、辽金与高丽关系史、中国高句丽史

教育经历：

1983－1987，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 

1999－2002，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获史学硕士学位 

2003－2008，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学习，获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7－2004，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 

2004－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从事教学工作

科研项目：

1．辽金与高丽关系研究（已结项），主持人，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吉教科文合字

[2003]第19号。 

2．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百年史研究（已结项），主持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2004168。 

3. 高句丽官制研究（已结项），参加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5BZS028 

4. 辽朝科举制度研究（进行中），主持人，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批准号：2009ZZ004 

5. 辽朝教育及其社会影响研究（进行中），主持人，教育部基金项目，批准号：10YJA770012 

6. 历代边疆文教举措与边疆治理研究(进行中），主持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子

课题项目，批准号：10JZD0008

1．《试论汉魏时期高句丽的统辖区域》，《东疆学刊》，2001年第4期。 

2．《中国与希腊文明起源的比较》，《长春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关于“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合并研究的几点思考》，《长春师院学报》，2001年第3

期。 

4．《库页岛的地理发现与日俄对库页岛的争夺》，《长春师院学报》，2002年第1期。 

5．《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唐丽战争史》评价》，《长春师院学报》，2002年第3期。 

6．《论昭宣时期的拨乱反正政策》，《长白学刊》，2003年第2期。 

7．《高丽记所记平壤城考》，《长春师院学报》，2004年第5期。 

8．《高句丽官制中的加》，《东北史地》，2004年第8期。 

9．《东北古代民族的基本特征》，《东北史地》，2004年第11期。 

10．《盐铁会议对汉武帝内外统治政策的论争》，《新亚论丛》（香港），2004年第1期。 

11．《论盐铁会议对汉武帝内外政策的批判》，《长白学刊》2005年第6期。 

12．《金末蒙初大辽收国的建立及其灭亡》，《东北史地》，2006年第2期。 

13．《粟末靺鞨史迹考》，《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4期。 



学术论文：

14．《长安北京成为封建社会前后期都城的内在因素》，《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15．《高句丽中央官制的演变》，《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 

16．《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2期。 

17．《高句丽官制中的兄与使者》，《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18．《关于东北古代疆域的几点认识》，《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 

19．《逐本溯源 考实求真——〈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演变〉》评介，《东北史地》2007年第2期。 

20．《高句丽建国初期的政治结构与王权的形成》，《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

7月。 

21．《辽朝文教政策之影响》，《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22．《辽朝西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6期。 

23．《辽朝南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24．《日俄对库页岛的争夺》，《东北史地》2008年第1期。 

25．《渤海政权迁都考述》，《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 

26．《辽朝东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 

27．《中国东北史研究面临着理论考验》，《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8．《辽朝中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5期。 

29．《尊孔崇儒 华夷同风——辽朝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特点》，《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 

30．《〈高丽记〉所记高句丽中央官位研究》，《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 

31．《辽朝的忠君观念及其教育形式》，《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二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32．《辽朝初期科举制度述论》，《科举学论丛》，2008年第1辑，线装书局2008年6月。 

33．《辽朝“进士”称谓考辨》，《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 

34．《辽朝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 

35．《辽朝进士题名录及说明》，《科举学论丛》，2009年第2辑，线装书局2009年6月。 

36.《辽朝蒙养教育述论》，《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 

37.《辽朝私学教育初探》，《求是学刊》，2010年第4期。 

38.《辽朝科举考试录取规模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9.《辽朝教育的发展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 

40.《辽朝科举考试应试科目述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41.《辽朝举进士、业进士考》，《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42.《辽朝医学教育在契丹社会发展原因的探讨》，《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0年第11期。 

43.《辽朝医学教育述论》，《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0年第12期。 

44.《辽朝科举应试对象述论》，《科举学论丛》，2011年第1辑，线装书局2011年5月。 

45.《辽朝的孝亲观念》，《华夏文化论坛》，第六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8月。 

46.《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介》，《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2011年第1期。 

47.《辽朝历科状元考论：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开科考试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11年第2辑，线装书局

2011年5月。 

48.《辽朝礼部贡院与知贡举考论》，《考试研究》，2011年第2期。 

著作教材：

1．《东北亚历史问题研究》（主编之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中国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主编之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中朝关系史译文集》（合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 

4．《高丽记》研究（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获奖情况：

1．《试论汉魏时期高句丽政权的统辖区域》，获第六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 

2．《试论汉魏时期高句丽政权的统辖区域》，获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3．《〈高丽记〉研究》，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与发展论坛优秀成果奖。 

4．《〈高丽记〉研究》，获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5.《辽朝中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获吉林省首届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社会兼职：

吉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沈阳市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吉林省国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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