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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歷 

1995 - 1998 中國中央民族大學 歷史學 博士學位 

1995 - 1998 日本大阪大學 文學 博士學位 

1985 - 1987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 碩士學位 

 

工作經歷 

 1979 年 11 月－1985 年 8 月，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任助教資料員 

 1985 年 9 月－1987 年 12 月，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在讀，獲法學碩士。 

 1987 年 12 月－1989 年 4 月，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任助教。 

 1989 年 5 月－1994 年 5 月，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任講師。 

 1994 年 6 月－1996 年 5 月，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任副教授。 

 1994 年 5 月－1999 年 3 月，日本大阪大學文學部訪問學者 1 年後，開始攻讀博

 



士學位，獲文學博士（期間在日本國立和歌山大學擔任 2 年非常勤講師）。 

 1995 年 9 月－1998 年 6 月，在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與日本學位

同時攻讀），獲歷史學博士。 

 1999 年 4 月－2001 年 3 月，日本大阪大學文學部客員研究員，進行博士後期研

究。 

 2001 年 6 月－2004 年 5 月，南開大學法政學院教授（2002 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 

 2004 年 6 月－2018 年 9 月，南開大學法學院、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學院雙聘教

授。 

 2012 年 6 月－2015 年 6 月，兼任青海民族大學教授，昆侖學者。 

 2014 年 4 月－2019 年 5 月，兼任安徽理工大學教授。 

 2015 年 9 月－2016 年 8 月，兼任青海民族大學教授，昆侖學者。 

 2018 年 6 月－今，安徽理工大學教授。 

 

學術成果 

學術論文 

1. 《西漢三工官》載《西北大學學報》1984 年第 2 期。 

2. 《丞相設置始末》載《歷史知識》1984 年第 6 期。 

3. 《如何確立中國文官制度概念》載《光明日報》1990 年 2 月 21 日。 

4. 《中國封建皇帝的名位制度》載《文史知識》1990 年第 10 期。 

5. 《論清代知縣出身與康雍乾時期的用人政策》載《史學集刊》1990 年第 4 期。 

6. 《中國古代秘書體制》載《秘書工作》1991 年第 5 期。 

7. 《試論明代州縣官吏》載《史學集刊》1992 年第 2 期。 

8. 《中國古代重要文書——詔敕與奏章》載《檔案學通訊》1992 年第 4 期。 

9. 《歷史檔案和明清史專家——韋慶遠》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2 年第 5 期 

10. 《『明史研究專刊』與發行人吳智和》載《史學集刊》1994 年第 1 期。 



11. 《臺灣歸來話檔案》載《北京檔案》1993 年第 1 期。 

12. 《明代知縣的關係網》載《史學集刊》1993 年第 3 期。 

13. 《論清代文官制度》載《求是學刊》1994 年第 2 期。 

14. 《從歷史檔案看清代對州縣官吏的懲處制度》載《北方論叢》1994 年第 4 期。 

15. 《明代州縣官吏懲處規制芻議》載《明史研究》第 4 輯，黃山書社，1994 年 12 月。 

16. 《明代州縣衙署建制與州縣政治體制》載《史學集刊》1995 年第 4 期。 

17. 《從『令梅治狀』看康熙年間的縣政》載《史學集刊》1997 年第 1 期。 

18. 《明代州縣官施政及其障礙》載《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98 年第 1 期（人大報刊

資料·歷史類，1998 年轉載）。 

19. 《傳主行為與史書傳記——以老小于成龍為例》載《慶祝王鍾翰教授八十五暨韋慶

遠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論文合集》，黃山書社，1999 年 6 月。 

20. 《大陸地方檔案、博物館與地方誌的編纂》載《海峽兩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 

21. 《明代州縣行政地位與運行機制》載《第七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東北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7 月。 

22. 《社會環境的變化對明代州縣官施政的影響》載《明史研究》第 7 輯，黃山書社，

2001 年 8 月。 

23. 《明代的律例與收繼婚風俗》載《南開大學法政學院學術論叢 2001》，天津人民出

版社，2001 年 11 月。 

24. 《明代州縣官的施政心理及其特點》載《明清論叢》第 3 輯，紫禁城出版社，02 年

5 月。 

25. 《明代州縣官吏設置與州縣政治體制》載《史學集刊》2002 年第 3 期。 

26. 《禮刑與富貴：中國古代刑罰政治觀》載《政治與法律》2002 年第 4 期。《人民大

學報刊資料·法理學》2003 年 1 期轉載。（法學類核心期刊，合著，第 1 作者。此

文收入論文集《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法文化》法律史論叢第九輯，上海社會科學

院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版。） 



27. 《明清州縣的監獄》載《中國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 

28. 《明代州縣改置與州縣政治體制》載《史學月刊》2003 年第 1 期。 

29. 《明清司法審判中的“六濫”現象》載《清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3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給中國發展帶來的困惑》載《學術界》2003 年 3 期。《高

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2003 年 4 期轉載。 

31. 《明代州縣官的政治權術和手段》載《明清論叢》第 4 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

6 月。 

32. 《從收繼婚風俗看明代律例》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3 年 3 期。 

33. 《清代州縣政治體制的特色》載《南開大學法政學院學術論叢 2004》，天津人民出

版社，2004 年 4 月。載《清史論集》，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4. 《西方法資源系統化與中華法資源深入化》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4 年 2 期。 

35. 《明清州縣官的政治經濟待遇》載《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 年 3 期。 

36. 《明代州縣官個案分析之二》，載《第九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福建人民

出版社，2003 年 9 月。 

37. 《新編中國法制史芻議》，載《法史思辯》，法律出版社，2004 年 11 月（與侯欣一

合著）。 

38. 《從“老英雄悲劇”談起》，載《沈家本與中國法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年 1 月 

39. 《午門與明清獻俘禮》載《紫禁城》2005 年第 3 期。 

40. 《中國古代國家安全制度芻議》，載《國家安全學刊》2003 年第 1 期 

41. 《公罪與私罪——中國古代刑罰政治觀》載《政治與法律》2005 年第 4 期。《人民

大學報刊資料·法理學》2005 年 11 期轉載。 

42. 《再談中國古代國家安全制度》，載《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5 年第 4 期 

43. 《中國古代官員激勵機制研究》載《激勵的理論與制度創新》，國家行政學院出版

社，2005 年 4 月。 

44. 《徽州傳統民間契約與人民調節》載《安徽司法》2005 年第 6 期。 



45. 《禮制與致仕制度》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6 年 1 期。 

46. 《“情理法”與明代州縣審判》載《學習與探索》2006 年 1 期。 

47. 《中國古代監察方法及特點》載《內蒙古大學學報》2006 年 2 期。 

48. 《濫設與額設――中國古代刑罰政治觀》載《法律文化研究》第一輯，第 55－74 

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 9 月。 

49. 《宗教與邪教――明清時期刑罰政治觀》載《西南大學學報》2007 年 1 期 

50. 《明代州縣行政運行機制的特點》載《天津社會科學》2007 年 1 期 

51. 《明清“濫設官吏”罪》載《史學集刊》2007 年 2 期。《人民大學報刊資料·明清

史》2007 年 5 期轉載。 

52. 清代州縣司法與行政――黃六鴻與《福惠全書》載《北方法學》2007 年第 3 期 

53. 《明清“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罪與豪強行賄》載中國法律史學會編：《中國文化

與法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4 月。 

54. 《明代賜尚方劍制度》載《古代文明》2007 年 5 期。 

55. 《論清代的“違禁取利”罪》載《政法論叢》2007 年 4 期。（《人民大學報刊資料·

法理學、法史學》2007 年 12 期轉載）。 

56. 《中國古代官吏贓罪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以 1980-2006 年大陸學者研究為例》

載《北方法學》2008 年第 3 期。（《人民大學報刊資料·法理學、法史學》2008 年

8 期轉載） 

57. 《明清州縣的行政權力構成》載《網路財富》2008 年第 4 期。 

58. 《論清代律例規定的治安防範體系》載《貴州社會科學》2008 年 10 期，10 月 20 

日。《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9 年第 1 期摘載 3400 字。 

59. 《明清“收養孤老”律例與社會控制》，載《西南大學學報》2008 年 6 期，11 月

15 日，新華文摘（半月刊）2009 年第 3 期總第 423 期摘載 4400 字。《高等學校

文科學報文摘》，2009 年 1 期摘載。《人大報刊複印資料·明清史》2009 年第 1 期

轉載 

60. 《清代律例成案的適用——以“強盜”律例為中心》，載《南開法律評論》總第四



期，2009 年。 

61. 《清代律例規定的民間組織治安責任》，載《學習交流》，2009 年第 1 期。 

62. 《清代律例規定的官方治安責任》，載《西南大學學報》2009 年第 3 期。 

63. 《明代“壬寅宮變”釋疑與司法程式》，載《故宮學刊》2008 年總第 4 期。 

64. 《戶絕與財產繼承：清代民事審判中的情理法》載《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9 年

第 3 期。 

65. 《清代民間組織在社會治安中的責任與作用》載《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09 年

第 2 期。 

66. 《清代的借貸與規制“違禁取利”研究》載《南開經濟研究》2009 年第 2 期。 

67. 《清代律例成案的適用——以“強盜”律例為中心》載《政治與法律》2009 年第

8 期。（《人民大學報刊資料·法理學、法史學》2009 年 12 期轉載） 

68. 《清代律例規定的官方治安責任》載《晉陽學刊》2009 年第 4 期。 

69. 《從公罪私罪區分看明代官場政治》載《中西法律傳統》（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9 年 10 月。 

70. 《明清州縣監獄的牢頭》載《古代文明》，2010 年第 2 期。 

71. 《明清州縣獄囚脫逃的法律規定》載《西南大學學報》，2010 年第 3 期。 

72. 《明清州縣陋規的存留與裁革》載《史學集刊》，2010 年第 3 期。 

73. 《明清州縣獄囚劫獄與反獄》載《社會科學輯刊》，2010 年第 4 期。 

74. 《明清州縣的獄具及陵虐罪囚》載《北方法學》，2010 年第 4 期 

75. 《明清州縣監獄的督查制度》載《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10 年第 2 期。 

76. 《明清州縣監獄的督查制度》載《政法論叢》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6 月。 

77. 《明清州縣獄囚越獄處罰及責任》載《明史研究》第 11 輯，黃山書社，2010 年 9 

月。 

78. 《皇者煌煌——皇帝名號》載《紫禁城》，2010 年第 8 期。 

79. 《諡者行跡——皇帝諡號》載《紫禁城》，2010 年第 9 期。 

80. 《廟以藏主——皇帝廟號》載《紫禁城》2010 年第 10 期。 



81. 《陵以敘世——皇帝陵號》載《紫禁城》，2011 年第 3 期。 

82. 《年以為紀——皇帝年號》載《紫禁城》2011 年第 1 期。 

83. 《乳臭兒娶妙齡女的悲劇》載《人民法院報》2006-11-3 

84. 《行刑七打》載《人民法院報》2006-12-1 

85. 《掌刑皂隸的生財之道》載《人民法院報》2006-11-10 

86. 《釘封文書小內裡乾坤大》載《人民法院報》2006-12-15 

87. 《明清州縣陋規收入芻議》載《明清論叢》第 10 輯，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8 月。 

88. 《明清州縣的獄囚衣糧》載《貴州社會科學》2011 年第 8 期。 

89. 《清代抄家案件與抄沒法律》載《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4 期。 

90. 《朱元璋與空印案》載《紫禁城》2011 年第 5 期。 

91. 《悼恩師韋慶遠教授》載《明代研究》第 14 期，臺北 2010 年 6 月。 

92. 《紫禁城建築的政治內涵》載《故宮學刊》2011 年總第 7 期。 

93. 《洪武年間大明律的編纂及其適用》載《現代法學》2012 年第 2 期。 

94. 《榜諭與榜示——明代榜文的法律效力》載《學術論壇》2012 年第 2 期。 

95. 《清代籍沒律例與抄家檔案》載《盛清社會與揚州研究》，臺灣遠流公司，2011 年

11 月。 

96. 《以懲治貪污為名——朱元璋與郭恒案》載《紫禁城》2012 年第 8 期，8 月 20 日。 

97. 《明代的夜不收軍》載《古代文明》2013 年第 1 期，2 月 15 日。 

98. 《盡信檔不如無檔》載《檢察風雲》2012 年第 24 期。 

99. 《清代的上控、京控與叩閽》載《史學集刊》2013 年第 2 期，3 月 15 日。 

100. 《清代涉藏民刑案件研究綜述》載《西南大學學報》2013 年第 2 期，3 月 20 日。 

101. 《朱元璋挑剔文字》載《紫禁城》2013 年第 2 期，2 月 20 日。。 

102. 《古代地方官設置與管理智慧》載《貴州社會科學》2013 年第 2 期，6 月 1 日。

《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2013 年 4 期摘載卡片。 

103. 《清代藏族法制研究述評》載《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13 年第 2 期，5 月 15 日。 

104. 《明代《諸司職掌》的性質》載《明史研究專刊》第 17 期，2013 年 6 月。 



105. 《明代的常禮與應用》載《故宮學刊》2013 年總第 9 期，2013 年 9 月。 

106. 《清代的京控與叩閽》載《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2013 年 8 月，中

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獨著（第 136—145 頁）。 

107. 《記鍾翰師臺灣行》載《想念王鍾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 165—172 

頁。 

108. 《論嘉慶時期對青海藏族與蒙古族之間搶劫牲畜案的處置》載《青海民族大學學報》

2013 年第 4 期。 

109. 《清代叩閽與京控》，載《貴州社會科學》，2014 年第 5 期。 

110. 《明清溺斃子女現象分析》載《蘇州大學學報》2014 年第 2 期。 

111. 《論明代《諸司職掌》載《西南大學學報》2014 年第 4 期。 

112. 《清代甘青川藏區的行政體制》載《民族宗教研究》第 3 期，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 

113. 《明代對武當山的管理》載《故宮學刊》2014 年總第 11 輯。 

114. 《明清官員俸祿——兼論高薪養廉》載《法制研究》2015 年第 2 期。 

115. 《古代民眾對待“父母官”：期望、失望、再期望》載《北京日報理論版》，2015 

年 11 月 16 日。 

116. 《官民相得社會治安體系的構建》載《戰略與管理》2015 年第 6 期。 

117. 許穎《清代文官行政處分程式研究·序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12 月。 

118. 崔永生《察間至酷的王朝-清代反間諜制度研究·序言》，人民出版社，2013 年 2 月。 

119. 胡蘭玲《政府採購中供應商權利保障研究·序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 年 8 月。 

120. 徐明一《清代六科行政監控機制研究·序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121. 明代閘壩官芻議，《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16 年第 1 期。 

122. 明代宣慰與宣撫司，《西南大學學報》2016 年第 2 期。 

123. 歷代便宜權的授予，《史學集刊》2016 年第 2 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6 年第

7 期。 

124. 論明代府縣之關係，《河北學刊》2016 年第 1 期 



125. 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領域的拓展，《人民日報》理論版 2016 年 1 月 11 日 

126. 論《周易》的犯罪學說《政法學刊》2016 年第 1 期。 

127. 正法與就地正法考，《社會科學輯刊》2016 年第 3 期。 

128. 論中國古代官設救助機構的得與失，《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16 年第 2 期。 

129. 梟首與死刑制度，《湖北科技大學學報》，2016 年第 4 期。 

130. 論清代青海司法的“因俗而治”，《青海民族研究》2016 年第 3 期。 

131. 明代科道官行取制度興起與衰落，《西南大學學報》2016 年第 6 期。 

132. 清王朝罪犯發遣新疆制度，《社會科學輯刊》2017 年第 1 期。 

133. 朝鮮初年經國典與大明律，《學術與探索》2017 年第 2 期。 

134. 明代旗牌制度《古代文明》，2017 年第 1 期。 

135. 明代的考語與訪單《西南大學學報》，2017 年第 3 期。 

136. 論明代宮廷法規，《故宮學刊》，總十七輯，2016 年 12 月。 

137. 明代職官有犯的訴訟，《明史研究論叢》，總十五輯，2016 年 11 月。 

138. 中國古代官吏獎懲制度與現代啟示，《江西社會科學》，2017 年第 4 期。 

139. 明代職官有犯之訴訟，《河北學刊》2017 年第 3 期。 

140. 高金《明代奸黨罪研究·序言》，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2 月。 

141. 閆文博《清代倉庫律例研究·序言》，法律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142. 官民相得——清王朝災荒賑濟的啟示，《山東社會科學》2018 年第 4 期 105-111. 

143. 論“投匿名文書告人罪”，《山西員警學院學報》2018 年第 2 期 5-11. 

144. 明代職官奏請取問制度《西南大學學報》，2018 年第 4 期。 

145. 古代監察制度演進中的歷史經驗《南國學術》（澳門），2018 年第 2 期。 

146. 中國古代的專殺權與專殺罪《史學集刊》，2018 年第 6 期。 

147. 論明清私閹律例，《西部史學》第 2 輯，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 10 月。 

148. 韋慶遠先生傳略，《韋慶遠教授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2018 年 9 

月。 

149. 中國古代退休制度與思考，《中國人事科學》，2018 年第 8 期。 



學術著作 

1. 《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 5 月（韋慶遠主編，拙參加編

寫）。 

2. 《中國政治制度辭典》，中國社會出版社，1990 年 3 月（劉國新主編，副主編、撰

寫人）。 

3. 《中國帝王宮——宮省制度與中國古代政治》，臺灣華世出版社，1992 年 6 月。 

4. 《三國志官名集釋》，臺灣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92 年 6 月。 

5. 《中國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 12 月（韋慶遠主編，拙參加編寫）。 

6. 《三十六計全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年 6 月（主編、主要撰寫人）。 

7. 《天子·帝宮·政道—中國古代宮省智道透析》，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 月。 

8. 《慶祝王鍾翰教授八十五暨韋慶遠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論文合集》，黃山書社，1999 

年 6 月（主編）。 

9. 《中國官制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1 年 9 月（與韋慶遠教授合著，350 千

字）。 

10. 《明代州縣政治體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 月（398 千字）。 

11. 《明清州縣官群體》，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300 千字）。 

12. 《中國政治制度史第 2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 2 月（教育部指定教

材，與韋慶遠教授合編著，862 千字）。 

13. 《中國政治制度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主編，

3421 千字）。 

14. 《中國古代刑罰政治觀》人民出版社，2008 年 2 月（290 千字）。 

15. 《柏樺談明清奇案》，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 月（200 千字）。 

參加編寫的著作 

1. 《軟科學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1 月（分篇編委）。 

2. 《大百科全書——政治學》，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2 年 10 月，（撰有條目）。 

3. 《檔案學專業教程教學大綱——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 年



3 月（主要撰寫人）。 

4. 《中國政治制度史教學大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 12 月（主要撰寫人） 

5. 《國家公務員知識大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分篇主編）。 

6. 《洪武禦制全書》，黃山書社，1995 年 7 月（編委）。 

7. 《MPA 必修核心課程教材》（《公共政策》、《行政法制》、《公共部門機關管理》、《管

理方法》、《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行為》、《公共財政學》、《政府經濟

學》等 8 種 10 冊），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2 年 3 月，（編委）。 

8. 《資政通鑒》1-5 冊，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 年 1 月，（副主編） 

9. 《激勵的理論與制度創新——中國公務員激勵機制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編委）。 

10. 《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 年 8 月（編

委） 

11. 《明代宮廷典制史》，故宮出版社，2010 年 9 月，（撰寫軍禮部分 3 萬字） 

12. 《明代政治史》，故宮出版社，2010 年 9 月，（撰寫第 7 章 6 萬字） 

 

主持項目 (省部級以上) 

1. 天津市社科基金：中國古代法律政治觀/1 萬元/04/2 月/已經完成 

2. 教育部回國人員基金：明代州縣政治體制研究/2 萬元/02/3 月/已經完成 

3. 民政部：明清民政體制研究/5 萬元/03/11 月/已經完成 

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2005 年度規劃基金專案：明清律例合編通考/5 萬元/05 

年 11 月/已經完成 

5. 教育部人文社會專項任務項目：明清法規體系研究/10 萬元/06 年 8 月/已經完成 

6. 中華大典編輯委員會國家級專案：政治典·官制分典/36 萬元/06 年 12 月/已經完

成 

7. 中華大典編輯委員會國家級專案：政治典·政治制度分典/36 萬元/06 年 12 月/完



成(Z006) 

8. 2009 年校內精品示範課《中國政治制度史》5 萬元 

9.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專案《清代律例合編》10 年 10 月、【15 萬元】完成

（10FFX001） 

10. 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清王朝涉藏民刑案件研究》，11 年 10 月、10 萬元，

完成（XZ1104） 

11. 司法部重點研究專案《中國古代巡視制度》，14 年 12 月（14SFB1002），6 萬元

【2016 年 5 月結項】。 

12. 南開大學優秀教材專案《中國政治制度史》，2017 年 6 月【4 萬元】 

13. 國家社科基金古籍整理專案《清代律例彙編通考》，2018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 

 

媒體項目 

 2006 年 4 月 22 日－7 月 12 日，中央電視臺第 12 套節目《法律講堂》之《故事

與法》節目做《情理法的碰撞》播放 19 集，錄 26 集。 

 2009 年 10 月，在爾雅學術視頻錄制《中國政治制度史前沿問題研究》30 節課。 

 2012 年 10 月，在超星視頻錄製《中外法律文化比較》課程。 

 2011 年 5 月 11 日起在中央電視臺第 12 套節目《法律講堂（文史版）》播放《明

清妙判》，錄製於 4 月中旬，播放 80 集（次）。2012 年起錄製《明清奇案》。截止

2014 年 12 月 9 日，播放 146 集（次）。二者共計播出 226 集（次）。2014 年 4 

月起錄製《明清禦案》。截止 2018 年 8 月，三組節目共計播放 404 集次。 

20110511 明清妙判·無賴窺浴【1】 

20110512 明清妙判·雅賊偷花【2】 

20110513 明清妙判·賭徒賣姐【3】 

20110608 明清妙判·冒婚行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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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0 明清妙判·頂凶買命【5】 

20110611 明清妙判·賭徒賣親【6】 

20110612 明清妙判·惡吏誣盜【7】 

20110707 明清妙判·雅賊竊花【8】 

20110708 明清妙判·風水殺人【9】 

20110709 明清妙判·兩姓械鬥【10】 

20110710 明清妙判·婉姑抗婚【11】 

20110711 明清妙判·斷舌疑凶【12】 

20110712 明清妙判·頂凶贖命【13】 

20110802 明清妙判·業師救徒【14】 

20110803 明清妙判·病婦藏贓【15】 

20110804 明清妙判·撮合鴛鴦【16】 

20110805 明清妙判·解元爭妻【17】 

20110806 明清妙判·離奇命案【18】 

20110822 明清妙判·一女三嫁【19】 

20110823 明清妙判·血親復仇【20】 

20110824 明清妙判·同窗隕愛【21】 

20110825 明清妙判·女變男屍【22】 

20110826 明清妙判·心疑禍起【23】 

20110918 明清妙判·朱砂染骨【24】 

20110919 明清妙判·奪妻殺夫【25】 

20110920 明清妙判·姦夫殺奸【26】 

20110921 明清妙判·新郎投河【27】 

20110922 明清妙判·深山泣婦【28】 

20110923 明清妙判·船戶謀財【29】 

20110924 明清妙判·烏鴉鳴冤【30】 



20110925 明清妙判·替婚行兇【31】 

20110926 明清妙判·頂凶換命【32】 

20111018 明清妙判·風水害人【33】 

20111019 明清妙判·兩族械鬥【34】 

20111020 明清妙判·凶案迷蹤【35】 

20111021 明清妙判·失銀投江【36】 

20111022 明清妙判·移屍嫁禍【37】 

20111023 明清妙判·仙姑顯拙【38】 

20111024 明清妙判·抗婚尋死【39】 

20111025 明清妙判·老店欺客【40】 

20111026 明清妙判·斷舌疑案【41】 

20111210 明清妙判·解元奪妻【42】 

20111211 明清妙判·替父報仇【43】 

20111212 明清妙判·業師鳴冤【44】 

20111213 明清妙判·新婚之劫【45】 

20111214 明清妙判·婆媳之怨【46】 

20111215 明清妙判·女婿殺婢【47】 

20111216 明清妙判·一婚三命【48】 

20120110 明清妙判·同窗殉情【49】 

20120111 明清妙判·斷頭疑雲【50】 

20120112 明清妙判·染骨迷案【51】 

20120113 明清妙判·三夫爭妻【52】 

20120114 明清妙判·風雨易妻【53】 

20120115 明清妙判·孿生反目【54】 

20120208 明清妙判·慶雲寺血案【55】 

20120209 明清妙判·蟒蛇護金【56】 



20120210 明清妙判·驢雪奇冤【57】 

20120211 明清妙判·山雞告狀【58】 

20120212 明清妙判·靈豬破案【59】 

20120213 明清妙判·鼠露賊贓【60】 

20120214 明清妙判·烏鴉喊冤【61】 

20120215 明清妙判·搶妻殺夫【62】 

20120216 明清妙判·新郎跳河【63】 

20120217 明清妙判·婦泣深山【64】 

20120311 明清妙判·無賴偷窺【65】 

20120312 明清妙判·賭徒賣親【66】 

20120313 明清妙判·婉姑抗婚【67】 

20120314 明清妙判·婆媳之怨【68】 

20120315 明清妙判·仙姑顯拙【69】 

20120507 明清妙判·蟒蛇護金【70】 

20120509 明清妙判·山雞告狀【71】 

20120510 明清妙判·靈豬破案【72】 

20120511 明清妙判·鼠露賊贓【73】 

20120512 明清妙判·孿生反目【74】 

20120514 明清妙判·三夫爭妻【75】 

20120609 明清妙判·猿猴索仇【76】 

20120611 明清妙判·小牛認母【77】 

20120612 明清妙判·義犬報恩【78】 

20120613 明清妙判·嫁妻複歸【79】 

20120614 明清妙判·智破賊奸【80】 

20120721 明清奇案·新婚突變【81】 

20120723 明清奇案·六指冤案【82】 



20120724 明清奇案·乾屍懸案【83】 

20120725 明清奇案·四女集體上吊之謎【84】 

20120726 明清奇案·死婿生還【85】 

20120727 明清奇案·女屍疑雲【86】 

20120728 明清奇案·殺妻的代價【87】 

20120730 清明奇案·誰是下毒兇手【88】 

20120731 明清奇案·梅知縣審樹【89】 

20120907 明清奇案·無血刀痕【90】 

20120908 明清奇案·西瓜訴冤【91】 

20120910 明清奇案·少婦之死【92】 

20120911 明清奇案·被算計的寡婦【93】 

20120912 明清奇案·尋親打拐【94】 

20120913 明清奇案·貞烈妻子和多疑丈夫【95】 

20120914 明清奇案·拾金不昧遭誣陷【96】 

20120915 明清奇案·石佛開口【97】 

20120917 明清奇案·爭奪祖墳三十年【98】 

20120918 明清奇案·兒媳的秘密【99】 

20120919 明清奇案•六指冤案【100】 

20120920 明清奇案·四女集體上吊之謎【101】 

20120921 明清奇案·女屍疑雲【102】 

20120922 明清奇案·新婚突變【103】 

20120924 明清奇案·殺妻的代價【104】 

20121017 明清奇案·盜屍案中案【105】 

20121019 明清奇案·桃園幽會【106】 

20121020 明清奇案·新婚之劫【107】 

20121022 清明奇案·尼姑與殺人案【108】 



20121023 明清奇案·逃妻複歸【109】 

20121024 清明奇案·兩個知縣一樁案【110】 

20121025 清明奇案·松林裡的命案【111】 

20121107 動物與奇案·鼠露賊贓【112】 

20121108 動物與奇案·烏鴉鳴冤【113】 

20121109 動物與奇案·靈豬破案【114】 

20121110 動物與奇案·山雞告狀【115】 

20121112 動物與奇案·蟒蛇護金【116】 

20121113 動物與奇案·驢雪奇冤【117】 

20121114 動物與奇案·義犬報恩【118】 

20121115 動物與奇案·小牛認母【119】 

20121215 明清奇案·洛女冤魂【120】 

20121217 明清奇案·為負心郎喊冤【121】 

20121218 明清奇案·風流妻子失蹤之謎【122】 

20121219 明清奇案·三計捕惡賊【123】 

20121220 明清奇案·寺院裡的美女【124】 

20121221 明清奇案·失蹤的醜媳婦【125】 

20121222 明清奇案·禍從口出【126】 

20130117 明清奇案·斷舌謎【127】 

20130118 明清奇案·斧頭血案【128】 

20130119 明清奇案·老虎告狀【129】 

20130120 明清奇案·海州連環案（上）【130】 

20130121 明清奇案·海州連環案（下）【131】 

20130122 明清奇案·癡呆丈夫之死【132】 

20130123 明清奇案·失蹤的女屍【133】 

20130124 明清奇案·橫財橫禍【134】 



20130125 明清奇案·人墓猴屍【135】 

20130303 明清奇案·梅知縣審樹【136】 

20130304 明清奇案·尋親打拐【137】 

20130305 明清奇案·爭奪祖墳三十年【138】 

20130306 明清奇案·兩個知縣一樁案【139】 

20130308 明清奇案·寺院謎案【140】 

20130309 明清奇案·三計捕惡賊【141】 

20130310 明清奇案·裝瘋的未婚妻【142】 

20130311 明清奇案·老虎告狀【143】 

20130312 明清奇案·人墓猴屍【144】 

20130511 明清奇案·丐頭的陰謀【145】 

20130513 明清奇案·兒媳婦的冤案【146】 

20130514 明清奇案·惡僕銀子真相【147】 

20130515 明清奇案·智破劫案（上）【148】 

20130516 明清奇案·智破劫案（下）【149】 

20130517 明清奇案·五品官員虐待狂（上）【150】 

20130518 明清奇案·五品官員虐待狂（下）【151】 

20130519 明清奇案·為負心郎喊冤【152】 

20130520 明清奇案·三計捕惡賊【153】 

20130521 明清奇案·禍從口出【154】 

20130522 明清奇案·奪命繡鞋【155】 

20130523 明清奇案·風流妻子失蹤之謎【156】 

20130524 明清奇案·新婚之劫【157】 

20130525 明清奇案·斧頭血案【158】 

20130526 明清奇案·西瓜訴冤【159】 

20130527 明清奇案·逃妻複歸【160】 



20130528 明清奇案·尋親打拐【161】 

20130701 明清奇案·殺妻背後的謊言【162】 

20130702 明清奇案·誰動了我的銀子【163】 

20130703 明清奇案·辮子殺人【164】 

20130704 明清奇案·老馬識賊言【165】 

20130705 明清奇案·倩女幽魂【166】 

20130706 明清奇案·心香的證言【167】 

20130829 明清奇案·兒媳婦的冤案【168】 

20130830 明清奇案·昏官與連環命案【169】 

20130831 明清奇案·紅花祭【170】 

20130901 明清奇案·猜疑引發命案【171】 

20130902 明清奇案·欲火焚身【172】 

20130903 明清奇案·死屍復活【173】 

20130904 明清奇案·賢婦申冤【174】 

20130905 明清奇案·智破劫案（上）【175】 

20130906 明清奇案·智破劫案（下）【176】 

20130907 明清奇案·五品官員虐待狂（上）【177】 

20130908 明清奇案·五品官員虐待狂（下）【178】 

20130909 明清奇案·遺囑密碼【179】 

20130910 明清奇案·無頭懸案【180】 

20130911 明清奇案·惡弟霸兄財【181】 

20130912 明清奇案·新娘死亡之謎【182】 

20130913 明清奇案·殺妻案中案【183】 

20130914 明清奇案·烏紗帽鳴冤【184】 

20130916 明清奇案·凶案背後的強姦案【185】 

20131219 明清奇案·棺材裡的秘密【186】 



20131220 明清奇案·賊入洞房【187】 

20131221 明清奇案·這裡知縣沒人做【188】 

20131222 明清奇案·哭聲中聽出命案【189】 

20131223 明清奇案·貞潔妻子被誣告【190】 

20131224 明清奇案·無字白紙來告狀【191】 

20131225 明清奇案·誰是兇犯【192】 

20131226 明清奇案·死屍復活【193】 

20131227 明清奇案·連環六計獲盜匪【194】 

20131228 明清奇案·倡狂的盜賊【195】 

20131229 明清奇案·賢婦申冤【196】 

20140101 明清奇案·惡弟霸兄財【197】 

20140415 明清奇案·棺材裡的秘密【198】 

20140416 明清奇案·賊入洞房【199】 

20140417 明清奇案·哭聲中聽出命案【200】 

20140418 明清奇案-貞潔妻子被誣告【201】 

20140419 明清奇案·誰是兇犯【202】 

20140420 明清奇案·索命冤魂【203】 

20140704 明清奇案·殺妻背後的謊言【204】 

20140705 明清奇案·辮子殺人【205】 

20140706 明清奇案·遺囑密碼【206】 

20140707 明清奇案·猜疑引發命案【207】 

20140708 明清奇案·欲火焚身【208】 

20140709 明清奇案·昏官與連環命案【209】 

20140710 明清奇案·新娘死亡之謎【210】 

20140711 明清奇案·殺妻案中案【211】 

20140712 明清奇案·烏紗帽鳴冤【212】 



20140713 明清奇案·連環六計獲盜匪【213】 

20141126 明清奇案·凶案背後的強姦案【214】 

20141127 明清奇案·兒媳婦的冤案【215】 

20141128 明清奇案·烏紗帽鳴冤【216】 

20141129 明清奇案·賢婦申冤【217】 

20141130 明清奇案·猜疑引發命案【218】 

20141201 明清奇案·無頭懸案【219】 

20141202 明清奇案·倩女遊魂【220】 

20141203 明清奇案·死屍復活【221】 

20141205 明清奇案·新娘死亡之謎【222】 

20141206 明清奇案·遺囑密碼【223】 

20141207 明清奇案·殺妻背後的謊言【224】 

20141208 明清奇案·欲火焚身【225】 

20141209 明清奇案·辮子殺人【226】 

20150712 明清御批案·縣丞的私刑【227】 

20150713 明清御批案·“孝子”被流放【228】 

20150714 明清御批案·胥吏設毒計【229】 

20150715 明清御批案·被錯殺的賢官【230】 

20150716 明清御批案·一個誣告十三條命【231】 

20150717 明清御批案·誣告他人遭嚴懲【232】 

20150718 明清御批案·紅杏出牆引命案【233】 

20150719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上）【244】 

20150720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下）【245】 

20150721 明清御批案·索賄索命【246】 

20150918 明清御批案·弟弟家的命案真相（上）【247】 

20150919 明清御批案·弟弟家的命案真相（下）【248】 



20150920 明清御批案·婆婆盯上兒媳的嫁妝【249】 

20150921 明清御批案·不孝兒子被打死【250】 

20150922 明清御批案·沒有結局的殺夫案【251】 

20150923 明清御批案·神偷在劫難逃【252】 

20150924 明清御批案·自尋死路的惡少【253】 

20151117 明清御批案·騙財和尚害人命【254】 

20151118 明清御批案·命案審判的背後【255】 

20151119 明清御批案·生員群起毆官員【256】 

20151120 明清御批案·被錯殺的賢官【257】 

20151121 明清御批案·縣丞的私刑【258】 

20151218 明清御批案·胥吏設毒計【259】 

20151219 明清御批案·紅杏出牆引命案【260】 

20151220 明清御批案·一個誣告十三條命【261】 

20151221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上）【262】 

20151222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下）【263】 

20151223 明清御批案·錯信好友慘死他鄉【264】 

20151224 明清御批案·被淩遲的惡民【265】 

20151225 明清御批案·少年賭場丟性命【266】 

20151226 明清御批案·克扣軍糧去放債（上）【267】 

20151227 明清御批案·克扣軍糧去放債（下）【268】 

20160228 明清御批案·想升官丟了命【269】 

20160229 明清御批案·誰摔死了孩子【270】 

20160301 明清御批案·不孝兒子被打死【271】 

20160412 明清御批案·三胞胎被拐賣（上）【272】 

20160413 明清御批案·三胞胎被拐賣（下）【273】 

20160414 明清御批案·皇帝親辦惡霸【274】 



20160714 明清御批案·見義勇為遭誣陷【275】 

20160715 明清御批案·皇帝輕饒盜馬賊【276】 

20160717 明清御批案·流言殺死人【277】 

20160718 明清御批案·誣告不成反丟命【278】 

20160719 明清御批案·盜墓者的懲罰【279】 

20160720 明清御批案·捨棄性命求轉運（上）【280】 

20160721 明清御批案·捨棄性命求轉運（下）【281】 

20160722 明清御批案·模範老農成惡霸（上）【282】 

20160724 明清御批案·模範老農成惡霸（下）【283】 

20160810 明清御批案·沒有結局的殺夫案【284】 

20160811 明清御批案·弟弟家的命案真相（上）【285】 

20160812 明清御批案·弟弟家的命案真相（下）【286】 

20160814 明清御批案·殉夫旌表被取消【287】 

20160815 明清御批案·拾金不昧有好報【288】 

20160816 明清御批案·家法打死親弟弟【289】 

20160817 明清御批案·婆婆盯上兒媳的嫁妝【290】 

20160915 明清御批案·三胞胎被拐賣（上）【291】 

20160916 明清御批案·三胞胎被拐賣（下）【292】 

20160918 明清御批案·這個繼母很兇殘（上）【293】 

20160919 明清御批案·這個繼母很兇殘（下）【294】 

20160920 明清御批案·彈劾下屬遭罷官【295】 

20160921 明清御批案·花錢買官反丟命【296】 

20160922 明清御批案·知縣遭人舉報之後【297】 

20160923 明清御批案·父子作弊皆被斬【298】 

20161010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上）【299】 

20161011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下）【300】 



20161012 明清御批案·流言殺死人【301】 

20161013 明清御批案·誣告不成反丟命【302】 

20161014 明清御批案·聖賢後裔奪墳產【303】 

20161015 明清御批案·官商勾結抬物價【304】 

20161016 明清御批案·想升官丟了命【305】 

20161017 明清御批案·誰摔死了孩子【306】 

20161122 明清御批案·見義勇為遭誣陷【307】 

20161123 明清御批案·殉夫旌表被取消【308】 

20161124 明清御批案·盜墓者的懲罰【309】 

20161125 明清御批案·捨棄性命求轉運（上）【310】 

20161126 明清御批案·捨棄性命求轉運（下）【311】 

20161127 明清御批案·家法打死親弟弟【312】 

20161128 明清御批案·一女七嫁（一）【313】 

20161129 明清御批案·一女七嫁（二）【314】 

20161130 明清御批案·一女七嫁（三）【315】 

20170123 明清御批案·娶進嬌妻丟了命【316】 

20170124 明清御批案·弑母冤案（上）【317】 

20170125 明清御批案·弑母冤案（下）【318】 

20170126 明清御批案·受氣的兒媳被冤屈【319】 

20170127 明清御批案·乾隆治潑婦【320】 

20170303 明清御批案·娶進嬌妻丟了命【321】 

20170304 明清御批案·受氣的兒媳被冤屈【322】 

20170305 明清御批案·乾隆治潑婦【323】 

20170306 明清御批案·兵賊勾結被查處【324】 

20170506 明清御批案·毆打母親致死案【325】 

20170507 明清御批案·潑婦施虐夫自殺【326】 



20170508 明清御批案·假失火真謀殺（上）【327】 

20170509 明清御批案·假失火真謀殺（下）【328】 

20170612 明清奇案·兒媳的秘密【329】 

20170613 明清奇案·貞烈妻子和多疑丈夫【330】 

20170614 明清奇案·女屍疑雲【331】 

20170615 明清奇案·無血刀痕【332】 

20170616 明清奇案·奪命繡鞋【333】 

20170625 明清御批案·弟殺姐姐如何判【334】 

20170626 明清御批案·一個西瓜兩條命【335】 

20170627 明清御批案·嫡母指使奴僕殺少主【336】 

20170628 明清御批案·誤殺岳母【337】 

20170629 明清御批案·分家不成誣謀反【338】 

20170726 明清御批案·貪財逼死五口人（上）【339】 

20170727 明清御批案·貪財逼死五口人（下）【340】 

20170728 明清御批案·斬刑犯刑場脫逃（上）【341】 

20170729 明清御批案·斬刑犯刑場脫逃（下）【342】 

20170806 明清御批案·打黑車要人命【343】 

20170807 明清御批案·貪財知州害人命【344】 

20170916 明清御批案·監守自盜意外敗露【345】 

20170917 明清御批案·男扮女裝的採花大盜【346】 

20170918 明清御批案·毆打母親致死案【347】 

20170919 明清御批案·潑婦施虐夫自殺【348】 

20170920 明清御批案·假失火真謀殺（上）【349】 

20170921 明清御批案·假失火真謀殺（下）【350】 

20170922 明清御批案·乾隆嚴懲毆斃家奴案【351】 

20170923 明清御批案·知縣弟弟鬧出命案【352】 



20171118 明清御批案·惡婆婆殘殺兒媳【353】 

20171119 明清御批案·童養媳助殺小丈夫【354】 

20171120 明清御批案·知縣殺人不見血【355】 

20171121 明清御批案·一段風流三條人命【356】 

20171122 明清御批案·敗家父親誣告兒子【357】 

20171123 明清御批案·教唆他人殺生母【358】 

20171124 明清御批案·恩將仇報奪家產【359】 

20171125 明清御批案·生母尋子養母告狀【360】 

20171126 明清御批案·潑婦施虐夫自殺【361】 

20180110 明清御批案·丈夫不辭而別引慘案（上）【362】 

20180111 明清御批案·丈夫不辭而別引慘案（下）【363】 

20180112 明清御批案·人犯髮妻被淩辱【364】 

20180113 明清御批案·親母怒殺不孝兒【365】 

20180114 明清御批案·惡霸謀財縣官賠（上）【367】 

20180115 明清御批案·惡霸謀財縣官賠（下）【368】 

20180116 明清御批案·捉姦不成引冤案（上）【369】 

20180117 明清御批案·捉姦不成引冤案（下）【370】 

20180201 明清御批案·詭計敗露害親侄【371】 

20180202 明清御批案·無恥丈夫殺妻案【372】 

20180325 明清御批案·寡婦變身人販子【373】 

20180326 明清御批案·嚴懲不孝子【374】 

20180327 明清御批案·貪心知縣被訛詐【375】 

20180328 明清御批案·悍婦告狀（上）【376】 

20180329 明清御批案·悍婦告狀（下）【377】 

20180330 明清御批案·昏官逼死受害者【378】 

20180331 明清御批案·惡兵敲詐逼死人【379】 



20180401 明清御批案·誤殺丈夫成烈婦【380】 

20180520 明清御批案·訟師刺殺縣太爺【381】 

20170521 明清御批案·命案改成自殺案【382】 

20170522 明清御批案·弟殺姐姐如何判【383】 

20180523 明清御批案·夫妻反目為錢財【384】 

20180601 明清御批案·父子風流害母命【385】 

20180602 明清御批案·黑心藥店殘害幼童【386】 

20180603 明清御批案·尋親歷險記（上）【387】 

20180604 明清御批案·尋親歷險記（下）【388】 

20180605 明清御批案·無賴訛人被斬首【389】 

20180606 明清御批案·誣良為盜釀慘案（上）【390】 

20180607 明清御批案·誣良為盜釀慘案（下）【391】 

20180709 明清御批案·無德婆婆告兒媳【392】 

20180710 明清御批案·惡毒女婿害岳父【393】 

20180711 明清御批案·兄弟相殘為家產【394】 

20180712 明清御批案·婆媳反目上公堂【395】 

20180713 明清御批案·縱盜殺民（上）【396】 

20180714 明清御批案·縱盜殺民（下）【397】 

20180822 明清御批案·挑撥詞訟害人命（上）【398】 

20180823 明清御批案·挑撥詞訟害人命（下）【399】 

20180824 明清御批案·故意殺人嫁禍驢【400】 

20180825 明清御批案·寡婦被逼殉夫【401】 

20180826 明清御批案·皇宮金罐丟失案【402】 

20180827 明清御批案·無名屍引發冤案（上）【403】 

20180828 明清御批案·無名屍引發冤案（下）【404】 



 

 

學術兼職 

1. 中國明史學會常務理事 

2. 中國法律史學會理事 

3. 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理事 

4.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行政科學專家委員會專家 

 

學術獎項 

 2003 年南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2003 年 4 月。 

 天津市優秀法學家稱號，天津市法學會，2004 年 10 月。 

 天津市第九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明代州縣政治體制研究》（專著），天津

市人民政府，2004 年 12 月。 

 南開大學 2004 年度“敬業”獎教金一等獎，2005 年 1 月 6 日。 

 南開大學第二屆本科生創新科研“百項工程”優秀專案特等獎，指導教師。項目名稱：

農村稅費改革下義務教育財政體制的變革及完善――對 X 縣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

制的調查及思考，2005 年 4 月。 

 南開大學第二屆本科生創新科研“百項工程”優秀專案一等獎，指導教師。項目名稱：

希望工程的規範化和法制化管理問題調查研究，2005 年 4 月。 

 第九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二等獎，作品名稱：《對稅費改

革下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制變革的調查及思考》，2005 年 12 月。 

 南開大學第三屆本科生創新科研“百項工程”優秀專案一等獎，指導教師。項目名稱：

食品衛生安全的法律問題――“蘇丹紅事件”引起的思考，2006 年 4 月。 

 南開大學第四屆本科生創新科研“百項工程”優秀專案一等獎，指導教師。項目名稱：



當代農村糾紛與人民調解制度――以河北省定興縣北田鄉調查為中心，2007 年 4 

月。 

 2007 年南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2007 年 4 月。 

 南開大學首屆“良師益友”，2007 年 6 月。 

 南開大學校級精品課：中國法制史，2007 年 9 月。 

 南開大學校級精品課：中國政治制度史，2007 年 9 月。 

 天津市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一等獎：指導教師。項目名稱：當代農村糾紛

與人民調解制度――以河北省定興縣北田鄉調查為中心，2007 年 9 月。 

 2008 年南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2008 年 4 月。 

 南開大學第二屆“良師益友”，2008 年 9 月。 

 2009 年南開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中國政治制度史教學參考資料》2009 年

5 月。 

 南開大學校級精品示範課：中國政治制度史，2009 年 3 月。 

 南開大學第三屆“良師益友”，2009 年 12 月。 

 獲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中國政治制度史 2013 年 4 月。 

 獲 CCTV 特殊貢獻獎：2017 年 5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