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屆海峽兩岸暨香港地區 

歷史學專業研究生論壇 

一、 主辦單位： 

香港珠海學院 

黑龍江大學 

二、 承辦單位： 

黑龍江大學研究生院 

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 

三、 會議日期 

 2017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 

四、 會議地點 

 黑龍江大學 

五、 會議日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7 月 31 日 

 代表報到：黑龍江大學麗澤園 C 區留學生公寓接待大堂 

 8 月 1 日 

 

 

 

 

上午 

08:30-09:00 開幕式：黑龍江大學領導致辭 

        香港珠海學院領導致辭 

黑龍江大學主樓

一樓 

09:00-09:30 拍攝團體照 主樓門前 

09:30-10:30 主題演講：潘邦正 

          段光達 

黑龍江大學主樓

一樓 

10:30-11:20 參觀校史館 黑龍江大學校史

館 

 

 

下午 

13:30-15:00 第一單元分組討論： 

第一至第三分會場 

匯文樓 

15:20-16:50 第二單元分組討論： 

第一至第三分會場 

匯文樓 

  8 月 2 日  

 

 

上午 

08:30-10:00 第三單元分組討論： 

第一至第三分會場 

匯文樓 

10:20-11:00 閉幕式： 

論文討論組代表總結 

黑龍江大學領導致辭 

匯文樓 

下午 13:30-21:00 參觀伏爾加莊園 伏爾加莊園 



六、 開幕式（08:30-09:00）  地點：大學主樓一樓報告廳 

主持人：魏 影（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副院長） 

致開幕詞：曾  明（黑龍江大學副校長） 

     鄧昭祺（香港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院長、亞洲研究中心總監） 

 

七、 分組討論安排 

8 月 1 日 

第一單元（13:30-15:00） 

第一分會場（13:30-15:00）  地點：匯文樓 723 室 

主持人：鄭成龍 

點評嘉賓：孫久龍                   記錄人：陳涵君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張寶珅 金代在東北邊疆的統治措施及其統治效果 吳曉傑 

2.  吳曉傑 遼代群牧制度淵源探析 苗  震 

3.  苗  震 夷夏之辨在北部邊疆開發中的作用 李偉強 

4.  李艷可 流人與私學發展——清代前中期東北地區的文化

開發 

李稚暉 

5.  王玉君 清代流人與東北地區經濟建設探析 韓強強 

6.  李偉強 清前中期黑龍江蒙學述論 張寶珅 

7.  韓強強 內蒙古達拉特旗清代的土地墾殖過程分析 尤世彪 

8.  劉  鑫 論清入關前皇女問題 王玉君 

9.  尤世彪 略論清前期盛京旗倉 劉 鑫 

10.  林稚暉 清代女性日常實踐的身體意識與主體呈現──以女

性詩詞中的「意境」主題為例 

李艷可 

 

第二分會場（13:30-15:00）  地點：匯文樓 742 室  

主持人：胡 珀  

點評嘉賓：鄭 南                    記錄人：薛 澤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高 娟 綏遠鄉建運動中農民動員模式的考察

（1931-1937）——基於社會史的視角 

牛桂曉 

2.  牛桂曉 邊疆·衛生·抗戰：全面抗戰時期西北地區醫療衛生

建設述論 

高 娟 

3.  王麗沙 張庫鐵路規劃始末 王涵 



4.  白雪濤 當代中國學界關於俄僑對哈爾濱開發建設研究 衛 磊 

5.  常聰哲 晚清中俄商業關系淺析 王麗沙 

6.  景冬影 20 世紀初美國在中國東北的角逐及其多維價值 王雪慧 

7.  衛 磊 南京國民政府戰前對綏遠的開發建設 白雪濤 

8.  王雪慧 1911 年－1931 年哈爾濱報業研究  常聰哲 

9.  王涵 東北裁撤厘金初探（1930-1931）——基於遼寧省檔

案館館藏檔案的研究 

景冬影 

 

第三分會場（13:30-15:00）  地點：匯文樓 750 室 

主持人：張仰亮          

點評嘉賓：潘邦正                    記錄人：李孟真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馬 偉 “歷史結構性移民理論”：日本“北滿移民”考察的

新視角 

李岳道 

2.  張曉舟 唐張越出使“靺鞨（渤海）”事件考辯——兼論唐

朝對邊疆軍事爭端的應對與渤海·靺鞨的淵源 

馬 偉 

3.  李岳道 戰後臺糖公司糖業資源之探究──以糖廠設施、

臺糖鐵路、自營農場為例 

張曉舟 

4.  王戈非 試論宋朝邊患與“正統”論的關係 李成丹 

5.  田 甜 論移民與哈爾濱現代化的關係 田慧文 

6.  田慧文 試論清末民初雙城縣城市佈局 田 甜 

7.  曾發華 19 世紀後半期東北洋務企業的發展—以漠河金

礦為例 
徐雪晴 

8.  徐雪晴 張作霖之死的社會輿論反應 曾發華 

9.  李成丹 唐與吐谷渾和親初探 劉海宇 

10.  劉海宇 試論三姓地區在清代東北邊疆的地位與作用 王戈非 

 

第二單元 （15:20-16:50） 

第一分會場（15:20-16:50）  地點：匯文樓 723 室 

主持人：劉壯壯      

點評嘉賓：孫久龍                        記錄人：王曉敏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賀志敏 對北疆研究中民族與國家問題的探討——以“新清

史”研究為例 

關 銳 



2.  馮國昌 多維民族視域下的互動與抉擇 楊 揚 

3.  鄭成龍 淺析金代群牧制度中的民族問題 馬業傑 

4.  馬業傑 金代北疆民族關係研究 鄭成龍 

5.  苑小雪 清代編入布特哈八旗的鄂倫春族社會生活的變遷及

影響 

彭 婷 

6.  陳涵君 清代黑龍江地區的柯爾克孜族及其研究 苑小雪 

7.  楊 揚 “求全共和”：民初第壹屆國會西藏議員選舉探析 馮國昌 

8.  關 銳 解放前鄂倫春族家庭情況微分析 邢丹丹 

9.  邢丹丹 庫瑪爾路鄂倫春辦學情況芻議 賀志敏 

10.  彭 婷 拓跋魏平城“西郊祭天”研究 陳涵君 

 

第二分會場（15:20-16:50）  地點：匯文樓 742 室 

主持人：林稚暉  

點評嘉賓：鄭 南                    記錄人：曾發華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韋自明 “韓邊外”的歷史存在及其對東北邊疆開發的影響 車 欣 

2.  車 欣 《燕行錄》中清、鮮筆談問題初探 韋自明 

3.  胡 珀 首任哈爾濱關道杜學瀛宦游生涯探微 王安琪 

4.  王安琪 百年來戴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胡 珀 

5.  王 力 
昭示偉績：《平定準噶爾方略》的成書與文本問題

芻議 
胡 良 

6.  高 航 粵人論學與陳汪交誼 李曉宇 

7.  李曉宇 試論遼東王澮 高 航 

8.  安大偉 《四庫全書》禁毀東北文獻考述 翟 悅 

9.  胡 良 夏家店上層文化經濟形態及其轉變原因 王 力 

10.  翟 悅 試析金毓黻《東北通史》中史料的運用 安大偉 

 

第三分會場（15:20-16:50）  地點： 匯文樓 750 室 

主持人：張曉舟  

點評嘉賓：潘邦正                    記錄人：王戈非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王 霞 廣西監獄囚犯生存環境初探 任耀星 

2.  任耀星 情感、行為與權力：1950 年河南省《婚姻法》實踐

中的男性角色 

王 霞 



3.  韓 雪 論清鴉片戰爭前（1644-1840）東北地區的教育 李和欣 

4.  李和欣 哈爾濱餐飲老字號的歷史與振興 韓 雪 

5.  張南南 論齊齊哈爾城市發展中的呂氏後裔 李孟真 

6.  曾德剛 抗戰時期華北八路軍鞏固部隊研究——以《王恩茂

日記》中三五九旅為中心 

張仰亮 

7.  錢建榮 初探京滬菜對戰後香港小菜文化的影響 曾德剛 

8.  張仰亮 時局縮影：抗戰期間第二戰區戰地工作團的歷史考

察 

錢建榮 

9.  李夢迪 俄羅斯滿語學家——格利戈里·米哈伊洛維奇·羅佐

夫 

張南南 

10.  李孟真 《衛拉特法典》的軍事法問題 李夢迪 

 

8 月 2 日 

第三單元 （8:30-10:00） 

第一分會場（8:30-10:00）  地點：匯文樓 723 室 

主持人：吳曉傑 

點評嘉賓：霍明琨                    記錄人：韋自明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劉博文 三國志亶洲地名來源暨徐福東渡考證 宮 旭 

2.  宮 旭 淺析老舍《正紅旗下》中的滿族親屬稱謂詞 劉壯壯 

3.  劉壯壯 清代新疆“官營”農業經營的困境及其轉軌路徑 劉博文 

4.  王曉敏 明清時期晉商在東北地區的經營 劉 楠 

5.  劉博健 略論王慶雲的貨幣思想 周文傑 

6.  周文傑 漢帝國的河西方略與邊疆鞏固—以障塞、人口和糧

食為中心 

宋必鵬 

7.  宋必鵬 雍正朝山西政區改革 劉博健 

8.  劉 楠 清代旅蒙商與北疆經濟發展研究 王曉敏 

9.  李紀才 清代康雍時期中俄齊齊哈爾地區的互市貿易 杜 超 

10.  杜 超 近代中俄往來下中國東北邊境城市的發展 

——以黑河為例（1858—1911） 

李紀才 

 

第二分會場（08:30-10:00）  地點：匯文樓 742 室 

主持人：關 銳  

點評嘉賓：宋 靖                   記錄人：邢丹丹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吳 飛 契丹“奧魯”制度芻議 耿 濤 

2.  孔維京 碰撞與融合：西夏社會變革中的“孝文化” 孫 佳 



3.  耿 濤 疊刺部的權力鬥爭與耶律阿保機建國 謝志良 

4.  趙 聰 關於金長城核心問題的討論 薛 澤 

5.  薛 澤 略論金代北方邊防體系  趙 聰 

6.  梁曉婷 康熙帝東巡接見蒙古王公群體考述 鄭 豪 

7.  楊彥達 新石器時代菱形紋分類分區研究 孔維京 

8.  孫 佳 
有關牙克石地區漢族移民問題的文獻整理研究——

以《呼倫貝爾誌略》為中心 
梁曉婷 

9.  鄭 豪 敦煌醫藥文獻中的生產之道 楊彥達 

10.  謝志良 上海租界娛樂業管理之建構 吳 飛 

 

第三分會場（08:30-10:00）  地點：匯文樓 750 室 

主持人：李岳道   

點評嘉賓：沈一民                   記錄人：李偉強 

序號 報告人 題目 評論人 

1.  張 磊 明代開中制在河西走廊的實施及其社會影響 唐百成 

2.  金英卓 袁崇煥守城思想及其實踐——以寧遠之戰為例 陳 寧 

3.  桑 凡 釋清代“甘肅新疆” 李 超 

4.  車玉殊 淺述布特哈八旗貢貂制度 甘 露 

5.  甘 露 試論達瓦齊在爭奪汗位及反清鬥爭中的概述 車玉殊 

6.  陳 寧 遼東明長城初探 金英卓 

7.  唐百成 明弘治時期的整軍與治邊 張 磊 

8.  鄭愛華 略論楊博與明代中後期北部邊疆的防禦與開發 朱永濤 

9.  朱永濤 戚繼光薊鎮幕府研究 鄭愛華 

10.  李 超 
從邊疆學角度看歷代封建王朝對黎區的開發及意

義 
桑 凡 

 

閉幕式（10:20-11:00）  地點：匯文樓 937 室 

主持人：段光達（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院長） 

發言人：鄧昭祺（香港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院長、亞洲研究中心總監） 

    張世均（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副院長） 

    學生代表四人 

 

參觀活動（13:30-21:00） 

地點：伏爾加莊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