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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启史迪威公路的多视角分析》的笔记-作者介绍 。

        作者介绍
韩继伟(1965一)，山东济宁人，中共党员兼民盟盟员，史学硕士，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
学院教授，南北盘江流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历史学科兼职编
辑，历史学学科带头人，学院“科协”秘书长，先后主持贵州省优秀教育科技人才省长专项资金资助
课题、贵州省档案局课题以及贵州省社科规划办课题各一项，参与地厅级课题三项，主要从事贵州抗
战史、民国史及“二战”史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子《党史研究与教学》、《广西社会科学》、《兰
台世界》、《抗战文化研究》、《抗战史料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云南档案》等国
内核心及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 彭建兵(1972一)，湖南益阳人，史学硕士，兴义民族师范
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南北盘江流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人事处(教师工作处)副处长
，主要从事敦煌学与中国佛教文化、布依族历史文化、贵州地方史和旅游文化研究。近年在《敦煌学
辑刊》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参撰《贵州佛教文化的典型图像一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布依族
文化心理透析》两部专著；主持或参与《中古时期河西地区佛经翻译的特点及历史地位研究》等十余
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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