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首页  
 学院概况 

 学院简介  
 党政领导  
 组织机构  
 专业设置  
 行政人员  
 办公电话  

 图片新闻 
 师资队伍 

 全职教师  
 兼职教师  

 科研教学 
 科研动态  
 本科生教学  
 研究生教学  
 科研 机构  

 学科建设 
 党团工作 

 领导机构  
 党建工作  
 团学工作  
 工会工作  

 优势专业 
 专业介绍  
 申报材料  
 支撑材料  

 精品课程 

首页 » 友情链接  

【古代史-教授】杨永康 

发布者：  时间：2015-09-10  阅读次数：  

  个人简介： 

  杨永康，男，1973年生，山西芮城人。200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
史、明清史等。 

   

  著作： 

  1、《明代官方修史与朝廷政治》，人民出版社2015年。（独著）。 

  2、《中国历史文选》，商务印书馆2014年。（参编）。 

  3、《太原历史文献辑要》（宋辽金元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分册主编）。 

   

  论文： 

  1、《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及其天命论》，《南开学报》2015年第5期。 

  2、《明初晋王朱棡事迹辨正》，《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 

  3、《百兽率舞：明代宫廷珍禽异兽豢养制度探析》，《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 

  4、《明初藩王护卫牧羊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期。（第一作者） 

  5、《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文史哲》2014年第5期。（第一作者）《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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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6、《朱棣篡史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 

  7、《朱棣仿唐太宗——论永乐官修〈奉天靖难记〉对“靖难之役”的书法》，2013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建设与前沿探索学术
研讨会”提交论文。 

  8、《明代滹沱河水患与官方应对》，《中古时期汾河流域的环境与社会（论文集）》，三晋出版社2013年。 

  9、《〈天潢玉牒〉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10、《从〈通鉴博论〉看“朱棣为元顺帝之子”传说的故事原型》，《明史研究》2013年第13辑。 

  12、《王沈〈魏书〉曲笔考》，《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 

  12、《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对〈史记索隐〉所引〈博物志〉佚文的再认识》，《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13、《洪武官修〈皇明宝训〉及其史料价值略论》，《国学研究》2011年第28卷。 

  14、《朱元璋罢建中都与〈明太祖实录〉的隐讳》，《南京师大学报》2009年第5期。 

  15、《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初探》，《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6、《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第二作者）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7、《〈史记〉与〈诗〉学传统》，《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 

  18、《谈迁生平、行事考》，《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9、《〈钦定古今储贰金鉴〉与乾隆帝之立储思想》，《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20、《论司马迁著述思想的转变——由“述而不作”到“发愤著书》，《史记论丛》第3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21、《司马迁的文化渊源——以天人观为中心》，《史记论丛》第2集，华文出版社2005年。 

  22、《〈史记?日者列传〉作者质疑》，《晋阳学刊》2004年第6期。 

  23、《试论刘知己的史官情结》，《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 

   

  项目： 

  1、《中华大典?政治典》，2015年教育部重大项目。 

  2、《晋阳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规划与开发》，2013年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3、《太原历史文献辑要?宋辽金元卷》，2012年太原市社科院委托项目。 

  4、《明清以来汾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2009年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获奖： 

  1、《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价值初探》一文获山西省第六次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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