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珞　珈　学　人　谱

　　牟发松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54年生 ,湖北江陵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历史系 。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 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 ,1995年担任博士
生导师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1999年列为“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
头人” 。现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
会长 ,湖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 ,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全国重点
学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

牟发松教授长期致力于古代长江中部开发史的研究 ,对北朝地方军政体制 、
南北朝关系 、六朝隋唐社会经济亦做过系统研究。1989年出版专著《唐代长江中
游的经济与社会》(1991年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99年出版专著

《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2000年《湖北通史》获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曾参与撰写《中国封
建社会经济史》 、《社会稳定论》等多种专著 ,主持编撰《中国前近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在《文
史》 、《中国史研究》 、《历史研究》 、《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专题论文及译文近 50篇 ,其中《北朝行台地方
官化考论》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并被译为日文发表 。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部社科基
金 、日本住友基金等多项课题 。

牟发松教授于 1988-1992年协助唐长孺教授撰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其学术水平和奉献精
神得到同行高度评价 。1993年和 2001年 ,他先后赴日本同志社大学和京都大学研访 ,应邀在东洋文
库 、京都大学 、九州大学 、明治大学 、德岛大学等多所著名研究机关作学术演讲 ,并多次出席重要国际学
术会议。其主讲的《史学写作训练》 、《中国古代史》等课程颇得好评 ,指导的学生论文曾获全国历史学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文学新秀奖”二等奖 。

▲　　　▲　　　▲　　　▲　　　▲　　　▲　　　▲　　　▲

　　冻国栋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57年生 ,河南舞阳人。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历史系。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于历史系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

所 ,并兼任唐长孺教授学术助手工作。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3年晋升
教授 ,同年 9月至 1994年 9月应邀赴日本德岛大学合作研究 1年。1995年起担
任博士生导师。为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 。历任武汉大
学历史系主任 、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人文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委员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等。

冻国栋教授所从事的专业为中国古代史 ,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其中侧重于魏晋隋唐时期的典章制度 、经济与社会史 、人口史 、敦煌吐鲁番经
济社会资料研究等。著有《唐代人口问题研究》 、《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 、《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
时期》等专著;合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中国俸禄制度史》 、《全唐文职官丛考》、《中国封建社会经济
史》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研究》等著作或教材多种;译著有《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理论》(合译)
等;并发表《 氏高昌役制研究》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前期的工匠》 、《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与家
族法》 、《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等学术论文 50余篇 。多项论著获得省部级奖励 。自“七五”规划以
来 ,先后承担或参加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部及湖北省社科基金 、校专项基金项目多项 。招收培养博士生 、
硕士生多批 ,目前正投入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项目 、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中长期规划项目及教育部
委编本科 、研究生教材的撰写 、研究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