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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伟

来源：admin 发布时间：2020-08-28 16:54 访问量：14260

       杨红伟，男，1975年12月生，河南省泌阳县人，1994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98年获史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史学硕士学位，2008年获民族学博士学位，

2012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出站，同年前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现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院学位评定分委会主席、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一、基本信息



 研究领域：近现代西北区域史、宗教社会史、藏学 

       学术兴趣：近代西北社会变迁研究、佛教与近代西北社会研究 

       学术信条：史无定法，法无定式。 

二、主要学习及工作经历

       1994- 1998 兰州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学学士学位 

       1998- 2001 兰州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 

       2001 留校任教于兰州大学历史系 

       2004 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2004- 2008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2009 香港浸会大学“田家炳访问学人” 

       2009—2011 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2010 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2012.8—2013.8美国哈佛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15·5—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三、主讲课程

       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专题研究、专业外语 

       本科生课程：中国现代史、民族经济学、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研究、三大宗教与近代西北社会 

四、主要科研项目

       1.当代中国与世界，兰州大学教材建设项目，参与 

       2.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子课题“西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持 

       3.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 

       4.清朝与甘青藏区社会变迁，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项目，2010-2011，主持 



       5.藏传佛教与甘青藏区社会研究，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当代中东改革与近代中国西北宗教社会史专题研究”子项目，2010，主持 

       6.知识与秩序：甘肃省偱化厅藏区权力机制研究（1709-1911），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2010-2011，主持 

五、主要成果

 （一）专著 

       杨红伟：《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王劲、杨红伟：《甘宁青民国人物（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杨红伟、郝婧：《中国近代西北历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杨红伟：《清代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二）论文

       1.《社会动员与新中国建立初期青海牧区政治现代化的开启——以泽库县证券建设为例》，杨红伟、马欢，《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2.沙沟总管设置于清代循化厅所辖藏区族群政策，《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13年第2期全文转摘） 

       3.藏族族源传说的佛教化及其宗教化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4.工合运动与抗战时期中国西北慈善事业，《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5.拉卜楞寺与清政府关系综论，《江汉论坛》2012年第4期， 

       6.1940年代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述论，《水土保持研究》2011年6期 

       7.法尊与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法音》2011年第9期 

       8.建国初期青海牧区的县政建设，《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9.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杨红伟、储竞争，《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0.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荒漠化的形成机制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11.冲击与反弹：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早期遭遇，《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2.抗战时期甘肃农家经济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3.简论晚清循化藏区的部落冲突及其演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 



       14.从经世思潮到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载《赵俪生先生纪念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 

       15.工业化理论的新谱系：评《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载章开沅主编《近代史学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简论晚清循化藏区的权力运作机制，《江汉论坛》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10期） 

      17.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再论张謇君主立宪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8.近代甘肃“留学教育”研究，载张克非、王劲主编《西北近代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19.20世纪上半叶甘肃金融现代化进程平议——基于制度变迁的考察（上），《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0.论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朝形成的表现，《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1.试析1883年拉卜楞火烧王府案背后的权力之争，载刘光华主编《谷苞先生90华诞纪念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22.救亡图存：近代西北开发思想的价值核心——兼与杨才林同志商榷，《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3.抗战时期西北工业化思想述论，《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24.近代留学生创办的报刊略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25.略论国家行为与西北环境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与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合作） 

      26.汉唐明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北的边防设置述要——兼论西北开发的重要意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7.论西北在中国边防与国家安全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8.论历史上农业开发对西北环境的破坏及其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9.试论秦汉时期中国西部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30.试论西部经济在隋唐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31.顾颉刚与甘肃教育，《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32.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33.《当代中国与世界》之“绪论”、“第12章”，3万余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4.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35.两晋之际流民对河西发展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36.“留学生”与近代甘肃文教事业，《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7.清代甘肃省循化厅歇家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杨红伟、欧麦高。 

      38.甘青藏区寺院型市场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5期，杨红伟、李稳稳。 

      39.英籍传教士连福川眼中的青海藏区——《生锈的铰链:青海藏区的门户初开》述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杨红伟、王志通。 

      40.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41.Statement on the Tianshui Experimental Si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1940s，inAsian Agricultural Reserch,2013.8. 

      42.藏边歇家研究，《江汉论坛》2015年第3期。 

      43.近代循化厅藏区寺院竞争的文化策略及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44.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师论与甘青藏区政教合一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5.20世纪上半叶甘肃金融现代化进程评议(下)——基于制度变迁的考察，《社科纵横》2015年第7期。 

      46.藏传佛教与近代甘青藏区的社会经济，《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47. A Study of Qing Dynasty “Xiejia” Rest Houses in XunhuaSubprefecture, Gansu,InMuslims in Amdo Tibetan Society: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Edited by Marie-PauleHille, Bianca Horlemann and Paul K. Nietupski, Lodon:Lexinton Books,2015. 

      48.清代甘肃绿营兵生计状况考察——以河州镇保安营民间出土文献为中心，《兰州学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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