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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宁
 

男
 

职称：副教授
 

出生年月：1981年11月
 



籍贯：山东淄博

 

学习及工作经历：
 

1999年9月至2006年7月，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
 

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获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
 

2009年7月至今，任教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
 

E–mail:quning1129@163.com
 

承担科研项目： 
 

1.2011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近三百年齐鲁史学研究（1644-1949）”（项目号：11DLSJ02）。
 

2.2010年山东省博士后创新资助项目“近三百年齐鲁史学研究（1644-1949）”（项目号：201003097）。
 

3.2010年第48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元明时期历史编纂学研究”（项目号：20100481267）。
 



主要学术论文：
 

1.《李心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编纂》，《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
 

2.《清初史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4期。
 

3.《论〈明儒学案〉的历史内涵和思想价值》，《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年卷。
 

4.《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文杂志》2012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2年第12期全文转
载。

 

5.《明中后期历史编纂思想领域的新进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6.《黄云眉与清代浙东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6日B-06“学林”版。
 

7.《苏天爵与元代史学》，《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
 

8.《清初私家修史成就举要——论〈明季南、北略〉的史学价值》，《学海》2010年第4期。
 

9.《清初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点和创新价值》，《人文杂志》2010年第3期。
 

10.《故国之思与信史精神——万斯同、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的编纂》，《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



009年第7期全文转载。

 

11.《清初纪事本末体史书特点论析》，《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2.《试论〈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东岳论丛》2008年第1期。
 

13.《高岱与〈鸿猷录〉》，《炎黄文化研究》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14.《黄云眉与清初史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5.《谷应泰与清初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修撰》，《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参加学术会议： 
 

1.2011年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与会文章：《黄云眉与清代史学研究》。
 

2.2009年“纪念郭影秋诞辰100周年暨明清之际的历史与人物”学术研讨会，与会文章：《〈明季南、北略〉史学价值考》。
 

3.2008年“纪念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天一阁藏《明史稿》影印出版暨万斯同与《明史》编纂”学术研讨会，与会文章：《万斯同与
温睿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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