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白寿彝论文竞赛·本科生奖获奖名单 

 

    此次论文竞赛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外审专家双匿名评审，

获奖情况如下： 

序号 题目 姓名  获奖级别 

1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终结——以蒋介石的考虑为中

心 
赵鸿宇  一等奖 

2 东汉张景碑复原及其所见乡里吏员考  陈金泉 一等奖 

3 论克罗齐历史书写中的“历史性” 宁轩 一等奖 

4 罗马文明开放性特征论析——以角斗活动发展为例 杨陶  一等奖 

5 
魏晋时期范阳祖氏的社会身份与家族网络——以祖逖为

中心的研究 
高超  一等奖 

6 皇权与技艺：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朝刻字作制器 王思林 一等奖 

7 “武陵”得名及其演变过程之探索 徐佳炘 一等奖 

8 
“保守疆土”与“地方主义”：近百年来有关“东南互

保”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叙述及其嬗变 
景凡芮 一等奖 

9 
欧陆无战事：从英国外交档案看 1935 年意埃战争的爆

发 
林泓璇  一等奖 

10 时论靶心与治体丕变：晚清则例的删削与政治改革 张学骞 一等奖 

11 
混合政体的理论与实践——以“希腊化”时代为中心的

考察 
赵茜雅 二等奖 

12 苏联与五四宪法的制定再探 邢海 二等奖 

13 
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1915至 1924年毛泽东关于革命道

路之探索与实践 
郑雅心 二等奖 

14 
罗马帝国初期的民族融合研究——以多民族政治参与为

中心 
宿雅婷 二等奖 

15 
美国农村学校的发展转型之路——以阿巴拉契亚山区的

松山学校为例 
彭麒霖 二等奖 

16 
试析国民党对宋教仁遇刺案的态度——兼论宋教仁遇刺

案于“二次革命”之意义 
周凌宇 二等奖 



17 《世说新语》所见桓温事迹一条辨析 吴冠臻  二等奖 

18 
从盛世叩阍至开禁京控——清代乾嘉时期的民意上达与

基层治理困境 
李云逸 二等奖 

19 
皇帝权力与君主形象书写取向嬗变研究——以司马懿形

象构建为中心 
刘焱麒 二等奖 

20 袁世凯称帝前后的舆情（1914-1916） 路阳 二等奖 

21 芮国铜器与芮国史实探微 薛铭博 二等奖 

22 
从期待到震动：1919 年中国各界对于巴黎和会的关注—

—以《申报》报道为中心 
李晓静 二等奖 

23 
遣策向衣物疏的转变及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兼论中

古衣物疏对“故物”的强调 
李和成 二等奖 

24 颜惠庆与山东问题 汤阳 二等奖 

25 
清代会同四译馆“馆禁”制度考论——以朝鲜燕行使为

中心  
 顾沁  二等奖 

26 
中古士人随葬《孝经》现象发微——对传世文献、文

书、墓志的总体考察 
翟明杰 二等奖 

27 汉以前五色帝祭祀考 李晨宇 三等奖 

28 竞技场的等级秩序——以角斗士为中心 陈照玥 三等奖 

29 张载军事思想解读 贺千禧  三等奖 

30 
清代中晚期食品安全意识与监管体系探析--以茶叶为中

心的考察 
朱国静 三等奖 

31 
誉之为圣贤，谳之为元凶——晚清以来对曾国藩的多维

度评价 
褚邈 三等奖 

32 从“逆德”到“道德” ——先秦儒家勇德观念的嬗变 罗靖曦 三等奖 

33 史书中霍光形象的塑造与分裂 王思鉴 三等奖 

34 梅尼克晚年思想再探究 ——以《德国的浩劫》为中心 段建雯 三等奖 

35 美国镀金时代财富思想中的“自由”“ 平等”观 邱筠婷 三等奖 

36 从文人书写看唐代野猪的地理分布 王心怡 三等奖 

37 
士绅社会视角下的明末奴变问题探析——以江南地区为

中心 
徐桥 三等奖 



38 武则天名讳谥号发覆 蔡平 三等奖 

39 
清初明遗民的价值取向探究——以柳敬亭的多方书写为

中心 
漆梦云 三等奖 

40 从生死观视角下探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新内涵 郎煜萱 三等奖 

41 “宋案”前后民国初年政治走向之探析 刘怡 三等奖 

42 
史学与自我的反思——从“周史功罪论”解析龚自珍尊

史思想的转变与整合 
张帅旗 三等奖 

43 1945-1946年蒋介石运兵东北之研究 李树婷 三等奖 

44 忠义与复仇：伍子胥的历史评价演变  李仪琛  三等奖 

45 探析清朝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地区民生的影响 湖蓝 三等奖 

46 舜之“二妃”形象在汉唐的书写与构建 宋南瑶 三等奖 

47 1937年何应钦对七七事变的处置 张墨润 三等奖 

48 浅析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内部管理权变化 陈欣 三等奖 

49 
大汗的旗帜——中日战争背景下成吉思汗的评价与认同

问题 
陈兴 三等奖 

50 秦汉时期山林保护思想初探——从竹类资源入手 王耀璞  三等奖 

51 罗马法的复兴——以《学术汇纂》的发现为起点 李传奇 三等奖 

52 
省港大罢工中的英国对策——以《英国外交档案》为中

心 
陆芳卉 三等奖 

53 历史记忆与西南联大——一个基于史料学的考察 李玉伟 三等奖 

54 论秦人国家祭祀的本族性——以诸畤为中心 林彦兴 三等奖 

55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明代卫所研究回顾 秦雅婕 三等奖 

56 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与相对主义问题 郭茂宇  鼓励奖 

57 衡阳战役新认识 陈陶然 鼓励奖 

58 
公行于世到销声匿迹——传播视角下的《大义觉迷录》

禁毁之由 
李沙沙 鼓励奖 



59 
中国 1851年天平天国起与义的印度 1857年民族大起义

的比较——以两国起义前的历史背景为中心 
郑皓舰 鼓励奖 

60 反教与排外交织的日照教案 陈力文 鼓励奖 

61 方孝孺述评 许健 鼓励奖 

62 
试析朱尔典的外交活动对西藏问题的影响（1906-

1920） 
洪思音 鼓励奖 

63 
历史书写的差异——以《明史•商辂传》和《国朝

列卿纪•商辂纪》为例 
赛楠 鼓励奖 

64 以《史记》为载体浅探司马迁的天人观念 陈楠峰 鼓励奖 

65 
从“彭襄弃妻”看“五四”时期的湖南女性解放

思想——基于长沙《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刘校宏 鼓励奖 

66 唐宋之际李陵形象的变化探析 杨镕藩 鼓励奖 

67 
安南的独立与称藩——谈宋越熙宁战争对越南的

历史意义 
桂晨昊 鼓励奖 

68 
纳粹阴影下的德国青年——以《一个德国人的故

事：哈夫纳回忆录》为中心 
徐晓枫 鼓励奖 

69 东周赐胙制礼制初探 水添辰 鼓励奖 

70 
1915-1917年《新青年》“不谈时政”再探讨——

以“国内大事记”栏目为中心 
张岩 鼓励奖 

71 
新中国成立前后基督教、佛教的社会主义化建设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 
谢鑫琳 鼓励奖 

72 浅析唐朝中后期佛教的社会地位 荆润佳 鼓励奖 

73 
时代观与时间的三个维度——论西方史学中的时

间观 
田祉豪 鼓励奖 

74 新文化运动在山西的展开初探 王雨璇 鼓励奖 

75 
山东省荣成市东楮岛村传统民居海草房的保护开

发 
熊太波 鼓励奖 

76 
建国前后佛教期刊内容的转变——以《觉讯月

刊》为中心  
王天昊  鼓励奖 

77 中西古典史学观念比较研究 郑济航 鼓励奖 

78 环境史视野下的开滦煤矿开发（1912-1945） 王嘉钰 鼓励奖 

79 社会的良心：20世纪法德知识分子探析 钟佳利  鼓励奖 



80 中东变局对库尔德问题的影响   马鸣强   鼓励奖 

81 由打墙接檐等侵街行为所见唐宋城市变革 王浩琳   鼓励奖 

82 
回忆录与晚清宫廷历史研究——以《宫女谈往

录》及《清宫二年记》为例 
高嵚 鼓励奖 

83 《左传》中的儒家思想 李中基 鼓励奖 

84 
东晋末期的伧荒武将——探析不同时期对刘牢之

的身份认同 
袁欣梦 鼓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