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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与社会·2020 年首届河西走廊论坛 

邀请书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认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正日益显现。作为通道，

连接农牧；作为通道，连接东西；作为通道，连接人心。在中国的地理空间上，

从来没有如河西走廊这样的共质性区域，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过程，也没有一个通

道发生了如此纷繁而又影响深远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千年以来，

河西走廊始终形成了诸多稳定繁荣的社区，源源不断地为西域、蒙古和青藏高原

补充了人力，也吸引周边人群纷纷入迁住居。定河西，则稳西域，河西走廊实质

上成了中国西北之腰。如此，吾辈正是通过这一体认，将在每年举办河西走廊论

坛，期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视野和情怀去

掀开尘封的过往，通过文献记述、考古物证、田野调查等途径呈现河西走廊千年

风貌。2020年，首届河西走廊论坛以“通道与社会”为主题，诚邀国内外各路学

人，在文献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就河西走廊历史上的作用、重大事件的考证及

还原、文献释读、道路、迁移、驻防与屯堡、人群交往、地方社会等贡献巧思，

成文抒见，终望云集敦煌共襄盛举。论坛情况如下： 

一、论坛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0年 11月 13-15日（11月 12 日报到，13、14日论坛，15日实地

考察） 

地点：甘肃省敦煌市（至 11 月 1 日如还因疫情确定不能前往敦煌，将改为

线上论坛，线上论坛主办地在新疆乌鲁木齐市） 

二、研讨会主题 

1.河西走廊的流域与生态 

2.河西走廊的区域划分与地方社会特质 

3.历史各时期河西走廊与周边区域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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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西走廊的人口迁移 

5.河西走廊与中国西北边疆经略 

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河西走廊民族社会发展 

7.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地方社会的关系 

8.“一带一路”与河西走廊 

9.河西走廊上的驻防与屯堡 

10.河西走廊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11.河西走廊上的贸易 

12.河西走廊的民间信仰与民俗 

三、论文要求 

1.提交的论文须符合论坛主题； 

2.论文内容原则上应为田野调查所得，历史类论文应为历史资料的再分析为

主； 

3.论文格式与规范请以《民族研究》上的论文要求为准； 

4.请于 2020年 10月 15日前提交论文全文及回执（回执务必填写常用电话）

发于论坛专用邮箱 hxzllt@163.com，收到论文后，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论文进

行筛选，之后向入选论文作者发送正式邀请函并电话告知论文作者。如 2020 年

10月 25 日前未收到邀请函与电话告知，则视为未入选论坛。 

四、论坛形式 

1.本次论坛人数控制在 60人以内； 

2.论坛根据论文情况分场次进行，不设分论坛、小组论坛； 

3.论坛开幕式邀请 3-5位专家进行主旨报告，之后分若干场次进行，每场次

再设置 3-5 位报告人作报告陈述，没有做报告的，以论文集形式交流研究内容。 

五、费用承担 

论坛主办方承担会议期间会务、食宿、材料费用，其他费用自理（如最终为

线上论坛形式，则主办方承担一切会务材料等费用）。 

六、举办单位 

承办：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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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培训中心（敦煌） 

七、联系方式 

1.论坛召集人：关丙胜（0991-4112631、15894736138） 

2.论坛秘书：  石春霞（13629912206）、李飞（15276524351） 

 

 

 

新疆师范大学·2020 年首届河西走廊论坛回执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称/职务  现职或退休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电    话  邮箱  

论文题目  

特别提醒 注明在住宿、饮食等方面的特别提示 

 

建言献策 

 

 

论坛专用邮箱：hxzllt@163.com                         论坛秘书：石春霞、李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