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历史学院 2021 年度“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研究生奖”

评奖结果的公示 

2021 年度“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研究生奖”征稿结束以来，历史学院集中组

织相关专业学者进行评审，现将评选结果公示如下： 

 

一等奖： 

博士生：郭露凝、于子强、孙雨苗、夏玉丽、张熙、毛必祥 

硕士生：韦瑶函、吴晓川、顾沁、崔安珑、蔡馨毅、叶露、杨沐蓉、邢海、 

李晓静 

 

二等奖： 

博士生：黄晓丹、王艺钦、王超、李学东、许鸿梅、马林莹、王林、钟河水、

李三灵、陈良 

硕士生：崔高翔  陈艺丹 张墨润 汤阳、胡龙、张涵、吉钰玲、王广通、 

韩海容、张潇予、龙耀祥、徐明宇、隋超、王青、庞也、赵鸿宇、 

 

路阳、李树婷、陈飞雨、刘茜茜、肖娇娇、田欣怡、解冬程、田叶萍、 

 

索骄 

 

三等奖： 

博士生：戴博元 

硕士生：薛晓妍、刘晴、刘潇、杨凝凝、秦玥、赵琪、黄家家、宁轩、倪杨

波、靳明伦、李仪琛、董佳馨、罗闰升、董健健、宿雅婷、韩双龙、 

 

胥晨曦、张钟文、汪晓竹 

 

 

 

 

 



获奖论文题目： 

一等奖： 

博士生： 

郭露凝 《浅析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对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征引和借鉴》 

于子强 《易学视野下的苏辙》 

孙雨苗 《清代宫廷的高丽布》 

夏玉丽 《启蒙时代的中世纪观念：以夏普兰、伏尔泰、卢梭为例》 

张熙 《文化视角下的湖南省首届参议员选举探析》 

毛必祥 《为日本所误：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冷水浴养生说问题研究》 

硕士生： 

韦瑶函 《两部<八旗通志>编纂研究》 

吴晓川 《外服诸侯称谓视角下的周代伯称内涵演变》 

顾沁 《清代东北烧锅票制与烧锅业研究》 

崔安珑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所见诏书在县、乡的传递》 

蔡馨毅 《中国北方地区石叶类遗存再讨论》 

叶露 《从学校仪式到国家典礼：民国时期孔子诞辰纪念的演变（1912—1934)》 

杨沐蓉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娱乐捐税研究（1928—1949)》 

邢海 《北平沦陷时期中学日语教员的培养和管理》 

李晓静 《1949年印度承认新中国问题探析》 

 

二等奖： 

博士生： 

黄晓丹 《王阳明<复罗整庵太宰书>手札辨伪》 

王艺钦 《汤尔和投日原因析论》 

王超 《〈尚书·牧誓〉篇“弗御克奔，以役西土”辨析——兼论〈牧誓〉誓词

的性质》 

李学东 《伸牛诎李还是抑牛扬李：唐蕃维州事件的流变》 

许鸿梅 《历史叙事下的政权构建与现实书写——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

“刘家太子复国故事”考释》 

马林莹 《清代察哈尔地方王公大臣等牧厂设置考》 

王林 《文本与背景、小同与大异——以德尔图良〈护教篇〉与匿名〈牟子理

惑论〉为切入点》 

钟河水 《〈异域录〉的传播与清代边疆史地研究的拓展》 

李三灵 《灵井许昌人遗址 2015—2016年出土石制品研究》 

陈良 《从“国务院”到“文化沙龙”：民国时期来今雨轩的角色变迁》 

硕士生： 

崔高翔 《史料批判视角下的<东夷传>再检讨——以<三国志>、<后汉书>中<东夷



传>的文本比较为例》 

陈艺丹 《亨利八世时期宫廷庆典活动探析》 

张墨润 《“事实调查”：1947 年魏德迈调查团中国行之考证》 

汤阳 《胡绳的文化认识与历史观（1935-1948）——以胡绳与“战国策派”的

异同为线索》 

胡龙 《抗战后期顾颉刚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交往》 

张涵 《從<古今人表>看<漢書>之創制未備》 

吉钰玲 《“道學”何以救國？——兼論李心傳<道命錄>的寫作》 

王广通 《论唐代张孝忠家族文化认同之转向》 

韩海容 《秦至汉初流民救助政策研究》 

张潇予 《我方鼎铭文补释》 

龙耀祥 《“定光佛出世得太平”谶言新释——兼析北宋士人朱弁的特殊身份与

知识背景》 

徐明宇 《浅谈新媒体时代、资本与影像史学》 

隋超 《死生异路——从出土文献看道教对中古中国生死观的影响》 

王青 《战略文化视野下的宋辽白沟之战》 

庞也 《解放战争时期燕京大学的学生生活》 

赵鸿宇 《“亚罗号”事件后英国议会辩论与对华政策之确定》 

路阳 《1930年代胡愈之、丁文江游记中苏联形象的比较研究》 

李树婷 《平民教育运动造就“新民”的困境－以〈农民〉为中心的考察》 

陈飞雨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修女院慈善赈济初探》 

刘茜茜 《“大跃进”时期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中的“放权”——以北京第一机床

厂为例》 

肖娇娇 《〈论持久战〉发表前后各方关于“持久战”的舆论报道和讨论（1937—

1939)》 

田欣怡 《老西开事件的社会舆论反应－以〈益世报〉和〈大公报〉为例》 

解冬程 《苏联对安人运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 

田叶萍 《中世纪晚期英国悍妇形象探析》 

索骄 《女性与帝国医学的传播：印度达夫琳基金会和女医生协会的创建与发

展》 

 

三等奖： 

博士生： 

戴博元 《试论老乔治·凯南对俄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硕士生： 

薛晓妍 《日本各界对“宋案”的态度和定性》 

刘晴 《民国回族知识分子对西北回民教育的探讨——以〈月华〉为对象的研

究》 

刘潇 《清末新政时期东北地区民变中的民众心理研究》 

杨凝凝 《刘知幾论史馆制度》 

秦玥 《张大纯<采风类记>小考》 



赵琪 《马一浮对〈孝经〉的认知、诠释及思想探析》 

黄家家 《浅论作册夨令与宜侯夨的关系》 

宁轩 《后梁”受旨“考》 

倪杨波 《略论北魏时期观渔之礼兴废原因》 

靳明伦 《隐公矢鱼考辨》 

李仪琛 《令簋所见作册夨令职事与地位》 

董佳馨 《浅析南宋德化窑瓷器外销阶段性变化》 

罗闰升 《1950年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中的宣传动员》 

董健健 《山西保晋矿务公司采煤技术研究（1907—1937)》 

宿雅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学历史教材关于侵华日军暴行书写的演变》 

韩双龙 《民国时期离婚自由观念下的家庭关系——小家庭与大家庭》 

胥晨曦 《从伦敦妇女巡逻队看英国女权主义的分野》 

张钟文 《19世纪下半叶英印穆斯林朝圣中的霍乱防治》 

汪晓竹 《二战期间德国普通士兵的战争经历及其战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