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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许许小小小小青青青青

男，1969年7月出生，湖北蕲春人，现为中国近代史所副教授。1991年、2000年、2004年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

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先后参与严昌洪教授、罗福惠教授主持的

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合著学术著作三部；在《近代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

等刊物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转载。 

  

著著著著  作作作作 

1．《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合著。 

2．《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合著。 

3．《长江流域学术文化的近代演进》，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合著。 

  

4．《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1990－1999年辛亥革命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参编。 

5．《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参编。 

  

论论论论  文文文文 

1．《苏联与武汉会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2．《试论武汉会战期间的中苏关系――以张鼓峰事件为中心》，《纪念武汉会战暨中山舰遇难六十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4.《双重政治文化认同的困境——解读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 

5.《论20世纪初年新式知识分子民族国家观念的提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6.《1903年留日学生刊物的传播网络》，《中州学刊》2001年第6期。 

7.《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石》，王功安、林家有主编：《孙中山与祖国的和平统一——纪念辛亥革命九

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20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理论建构与认同》，胡春惠、周惠民主编：《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

发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年版。 

9.《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中国史学会编：

《辛亥革命与２０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0.《晚清国人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及其困境》，《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清季国籍问题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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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季改籍问题的社会史考察》，《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13.《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14.《罗家伦与抗战前的中央大学》，台北《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12月。 

15.《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世纪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江苏社会科学》

2006年第2期。 

16.《论东南大学的国立化进程及其困境》，《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 

17.《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6期。 

18.《罗家伦与中央大学的战前精神动员》，涂文学、邓正兵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19.《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1.《用“双重外交论”来解开近代中日外交关系之迷——评俞辛焞教授新作〈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辛亥革命史》，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台北“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02

年第1期。 

4.《台北“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 

5.《“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02年第3、4合期。 

6.《对近二十年民国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下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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