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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内容概要

本书为第十一届中国灾害史年会暨“灾害史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8篇（含
会议综述一篇）。作者均为活跃于当前中国灾害史研究领域的一线学者。本书从灾害史研究的理论与
方法、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救灾制度及其实践、区域灾害及救济、民间赈济思想及实践等多个
方面对中国灾害史进行了探讨。本书立足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展现了当前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成果，
并且注重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的结合，力求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上防灾减灾的经验教训，能够有助于促
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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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晓华 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
研究所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灾荒史、法律社会史的研究。独立出版专著有《救
灾法律与清代社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等，
作为第二作者与人合作撰写《百年法律省思》、《历史名人话人生》，参与编写和编辑《近代华北农
村与社会变迁》、《中国荒政书集成》等，主编《近代法律与社会转型》、《中华文明通论》（第二
主编）等。
高建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负责国家和部门科研项目22项，发表论文两百余篇，专著包括
《中国减灾史话》、《天文灾害》、《中国近现代减灾事业和灾害科技史》、《苏门答腊地震海啸影
响中国华南天气的初步研究》、《灾害预测方法集成》、《政府应对：“5·12”汶川地震》等22部。
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科研成果奖2项、国家科委1997年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安徽省2003年社会科学
成果一等奖。现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兼减灾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
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兼灾害史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张衡学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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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芬  试析明清时期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
王  娟  民国北京地区的诸卍字会及其慈善救助事业初探
苗艳丽  论北洋政府时期云南民间社团的组织化救灾特征
王  静  第11届中国灾害史年会暨“灾害史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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