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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议程表

■2023年 7月 21日（星期五）——会议报到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全天

会议报到

12:00-13:30 午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中餐厅

18:30-19:30 晚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中餐厅

■2023年 7月 22日上午（星期六）——开幕式·新书首发式·主题发言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07:00-08:30 早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中餐厅

08:30-09:00
研讨会

开幕式

主持人 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主

会

场

致辞人

贾宁（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王彦辉（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东北师范

大学教授）

程亮（甘肃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眉（甘肃简牍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金秉骏（韩国木简学会会长、韩国首尔大学教

授）

敦煌市领导

09:00-09:10
《悬泉汉简

（叁）》首发

仪式

主持人 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贾宁、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德芳研究员、中西书局总经理秦

志华、甘肃简牍博物副馆馆长杨眉研究员联袂为新出《悬

泉汉简（叁）》举行首发仪式，并举行相关单位赠书仪式。

09:10-09:20 合影
全体与会人员

09:20-09:30 休息

09:30-12:00
大会主

题发言

主持人

杨振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

授）

发言人

张德芳：简牍研究的过去与未来——以西北出

土简牍为中心

胡平生：出土简牍所见秦汉疾病医药与死亡

王子今：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及其与丝路

史的关系

李并成：汉敦煌遮要置、鱼离置考

金庆浩：《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见汉与西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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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以长罗侯常惠为中心

侯旭东：亭长王闳等逃亡何处？——从东汉初

年的一份劾状说起

张春龙：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概述、选读

12:00-13:30 午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中餐厅

■2023年 7月 22日（星期六）——分组讨论（每位代表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下午
14:30-16:10
（上半场）

第

一

组

主持人 许道胜 何有祖

主

会

场
发表人

梁静：上博简《子道饿》与言游之学

常燕娜：说“㡿”

叶凡：《诗经·秦风·黄鸟》诗旨为“哀三良”补论

刘光胜：先秦游民治理及其社会价值意义

祁萌：楚、秦文书简牍中的“氏”与“族”及其使用

——“姓氏合一”说的再思考

王谷：战国秦汉日书类材料的服饰文化研究

高一致：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宅》篇补识四则

代生：殽之战后秦国的内政改革与外交转向——以清

华简《子仪》《系年》为中心

代剑磊：《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与《史记·白起

列传》中“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间的史事互证

刘志平：再论“巴”“蜀”与秦的崛起、统一及灭亡之

关系

第

二

组

主持人 王锦城 魏振龙

第

一

报

告

厅

发表人

杨振红：从新出秦简看秦王朝皇帝“制书”传达制度

尚宇昌：“新黔首”与秦代政治

尹在硕：秦简牍所反映的秦国“新地”政策

宁全红：从喜的仕宦经历看《法律答问》以及《封诊

式》的形成

张韶光：从岳麓秦律简的书写重谈律令简的性质

杨蕾：《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女性犯罪问题考论

高佳莉：秦简所见“执法”新考

赵斌：里耶秦简中的迁陵官啬夫——兼谈《迁陵吏志》

的性质

孙玉荣：秦简所见“叚父”“叚子”身份考辨

纪婷婷：岳麓秦简编联拾遗二则

第

三

组

主持人 张文瀚 谢坤 第

二

报

告

发表人

贾丽英：“楬”之本义探析

张光晗：汉未央宫殿门、殿中再识——以张家山汉简

《朝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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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冯西西：《二年律令·津关令》简 502考辨

高婷婷：《张家山 336号汉墓竹简》读札

杨彦鹏：说秦汉简牍中的“牝马”

王彦辉：悬泉汉简“占田籍”试析

黄艳萍：悬泉汉简“占田符”的性质再议

马智全：悬泉汉简反映的汉代土地制度

韩蓓蓓：汉简所见汉代居延屯区的代田法

张新超：关于秦汉名田宅制若干问题的辨析与补充—

—以简牍资料为中心

第

四

组

主持人 李洪财 小林文治

第

三

报

告

厅

发表人

但昌武：秦苍梧郡的北部辖域

苏阳：《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赵尔阳：居延县乡里新考

刘盼：西汉阳平新考

张馨月：河西汉简所见武都郡史料辑证

袁雅洁：悬泉汉简所见“无传”传食探究

李燕：汉代悬泉置传食种类概述

孙占宇：边塞出土人面木橛再考

赵兰香：从简牍看汉代对盐的认识和利用

赵诗凡：读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札记

韩锐：文书行政视域下的悬泉汉简书写

16:10-16:20 提问与讨论

16:20-16:30 休息

16:30-18:10
（下半场）

第

一

组

主持人 刘光胜 刘志平

主

会

场
发表人

熊佳晖：汉代是何时开始的？——汉元年纪时差异与

汉人的历史书写辨析

郭晴：论北大汉简《赵正书》的性质

张小虎：出土文献所见算经资料及其价值

许道胜：云梦睡虎地汉简《算术》试解

张继刚：马王堆《十问》“接阴”试探

王丽霞：武威出土汉晋衣物疏综考

金玉：河西出土魏晋十六国衣物疏所记名物考

朱学斌：武威旱滩坡姬瑜墓出土木牍补论

李元辉：武威汉简中的社会风貌

伍楚嘉：甘肃简牍里的养老制度述略

第

二

组

主持人 孙玉荣 宁全红

第

一

报

告

厅

发表人

焦天然：居延新简所见“四时言”考

王笑：秦汉时期“致”文书在通关中的使用及致籍简

册的复原

魏振龙：肩水塞出土“检”“署”分类及封缄方式考略

张琦：启封记录与西汉边塞官文书处理

肖从礼：汉简所见“合同”券考

王锦城：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符券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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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富磊：悬泉汉简所见“鞫所式”

曹天江：汉代官府的物资计校过程及其财政意义——

从汉简出入簿谈起

丁义娟：卒行道贳卖契约的订立、登记及收债程序的

提起——西北汉简收债程序系列研究之一

陈玲：西北汉简所见“施刑士”的征发与输送

第

三

组

主持人 马智全 黄艳萍

第

二

报

告

厅

发表人

金秉骏：边境地区都尉与属国都尉

李迎春：汉代中央九卿与西北边塞军政机构行政联系

探析——以对大司农的考察为中心

金智恩：西北汉简所见下级官吏的“迁”和“去”

魏永康：西北汉简所见人事术语补记

张文瀚：汉代甲渠候人物新考

刘敏：从走马楼吴简测二十等爵之演变（上）

王振华：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临湘侯国长吏初步研究

成鹏：走马楼吴简“县领黄龙元年钱”简整理研究—

—兼论“佰钱”在“具钱”与“行钱”转化中的作用

谢坤：《悬泉汉简（贰）》校读札记

洪帅：悬泉汉简语言文字研究价值初探

艾中帅：悬泉汉简释文补正六则

第

四

组

主持人 孙占宇 赵尔阳

第

三

报

告

厅

发表人

小林文治：在中国简牍研究中应用日本简牍研究成果

的可能性——读马场基《日本古代木简论》

郑子良：论中国简牍整理凡例的形成与完善

赵宠亮：新世纪 20年河西汉简的整理与出版

周亮：基于深度学习的简牍文字字频分布状况的统计

——以《北大藏西汉竹书》为研究对象

王新春：图说简史：新见域外简牍学史料

蔡副全：汉晋碑帖溯源举隅——以西北边塞汉简为中

心

郭学工：从秦篆隶书法看社会书体的发展演变

王冰：《王杖诏书令》简的技法特征及对后世书法的影

响

李洪财：有待关注的绘画研究材料——出土简牍中的

图画

杨荣春：论沮渠牧犍与北凉佛教

18:10-18:20 提问与讨论

18:20-18: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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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23日（星期日）——闭幕式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下午
18:30-19:10

研讨会

闭幕式

主持 李迎春：（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教授）

主

会

场

第一小

组总结

张继刚（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

授）

第二小

组总结
肖从礼（甘肃简牍博物馆研究员）

第三小

组总结

魏永康（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东北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第四小

组总结
赵宠亮（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学术

总结

贾丽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德芳（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研究员）

闭幕

致辞

尹在硕（韩国庆北大学史学科教授）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19:10-20:30 晚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中餐厅

■2023年 7月 23日（星期日）——学术考察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全天

07:00-08:30 早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中餐厅

08:00-08:10 集合乘车
丝路怡苑大

酒店门前 1号车：悬泉置—锁阳城—榆林窟

2号车：悬泉置—锁阳城—榆林窟

3号车：悬泉置—锁阳城—榆林窟08:10-18:30 遗址考察

悬泉置

榆林窟

锁阳城

18:30-20:30 晚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中餐厅

■2023年 7月 24日（星期一）——代表离会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全天 07:00-08:30 早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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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组讨论名单

第一组

召集人：张继刚

梁 静 常燕娜 叶 凡 刘光胜 祁 萌 王 谷 高一致 代 生

代剑磊 刘志平 熊佳晖 郭 晴 张小虎 许道胜 张继刚 王丽霞

金 玉 朱学斌 李元辉 伍楚嘉

第二组

召集人：肖从礼

杨振红 尚宇昌 尹在硕 宁全红 张韶光 杨 蕾 高佳莉 赵 斌

孙玉荣 纪婷婷 焦天然 王 笑 魏振龙 张 琦 肖从礼 王锦城

孙富磊 王锦城 曹天江 丁义娟 陈 玲

第三组

召集人：魏永康

贾丽英 张光晗 冯西西 高婷婷 杨彦鹏 王彦辉 黄艳萍 马智全

韩蓓蓓 张新超 金秉骏 李迎春 金智恩 魏永康 张文瀚 刘 敏

王振华 成 鹏 谢 坤 洪 帅 艾中帅

第四组

召集人：赵宠亮

但昌武 苏 阳 赵尔阳 刘 盼 张馨月 袁雅洁 李 燕 赵兰香

赵诗凡 韩 锐 孙占宇 小林文治 郑子良 赵宠亮 周 亮 王新春

蔡副全 郭学工 王 冰 李洪财 杨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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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乘车分组名单

一号车（负责人：魏振龙）

孙占宇 赵兰香 朱学斌 张韶光 梁 静 何有祖 康智杰 高一致

魏永康 许道胜 徐静思 焦天然 纪永元 尚宇昌 马智全 洪 帅

黄艳萍 代剑磊 杨 蕾 冯西西 丁义娟 谢 坤 王锦城 王 谷

纪婷婷 高婷婷 赵 斌 赵诗凡 李元辉 温鹏辉 暑期实践学生（5人）

二号车（负责人：王新春）

刘光胜 宁全红 刘再聪 李俊祺 王 冰 苏 阳 张馨月 石明秀

王振华 张文瀚 张光晗 赵尔阳 肖从礼 王丽霞 曹天江 代 生

叶 凡 熊佳晖 但昌武 刘 盼 成 鹏 李 燕 伍楚嘉 王 笑

杨彦鹏 祁 萌 张 琦 艾中帅 张小虎 韩 锐 王 云

暑期实践学生（4人）

三号车（负责人：张继刚）

王子今 胡平生 杨振红 贾 宁 侯旭东 王彦辉 张春龙 郑炳林

张德芳 田 澍 李并成 陈文锦 刘 敏 郑子良 曹江红 刘志平

金智恩 尹在硕 孙玉荣 秦志华 金秉骏 赵宠亮 李洪财 贾丽英

金庆浩 金宝蓝 杨荣春 郭学工 小林文治 杨靖武 李迎春 马玉凤

蔡副全 韩蓓蓓 孙富磊 常燕娜 高佳莉 张新超 纪永元 田 颖

李虎军 袁雅洁 朱建军 暑期实践学生（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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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会人员名录

序号 作者 职称/职务 单位

出席领导

1 贾 宁 党委书记 西北师范大学

2 程 亮 党组书记、局长 甘肃省文物局

3 田 澍 副校长 西北师范大学

4 王 金 市委副书记 敦煌市人民委员会

参会学者（按单位、姓氏音序排列）

1 但昌武 讲师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2 祁 萌 讲师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

3 金庆浩（韩） 教授 成均馆大学

4 高佳莉 博士生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5 王彦辉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 魏永康 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 纪永元 馆长 敦煌阳关博物馆

8 张馨月 副研究馆员 甘肃成县博物馆

9 杨靖武 馆长 瓜州县博物馆

10 金秉骏（韩） 教授 韩国木简学会、首尔大学

11 丁义娟 讲师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

12 贾丽英 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3 赵宠亮 副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4 杨彦鹏 讲师 河池学院

15 张韶光 讲师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6 张文瀚 副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7 高一致 副研究员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汉考古》编辑部

18 许静思 馆员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19 李洪财 副教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 许道胜 教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1 杨 蕾 博士生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2 张春龙 研究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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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朱学斌 讲师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4 黄艳萍 副教授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5 谢 坤 副教授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6 周 亮 副教授 兰州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27 陈 玲 副教授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28 马智全 教授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29 孙占宇 教授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30 郑炳林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31 冯西西 讲师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32 刘 敏 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3 尚宇昌 讲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4 小林文治（日） 副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5 杨振红 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6 孙富磊 讲师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

37 杨荣春 副教授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38 赵尔阳 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39 曹天江 博士生 清华大学历史系

40 成 鹏 博士生 清华大学历史系

41 侯旭东 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

42 张 琦 博士生 清华大学历史系

43 尹在硕（韩） 教授 庆北大学

44 刘光胜 教授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45 孙玉荣 教授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

46 王 笑 讲师 山东省委党校

47 代 生 副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48 秦志华 社长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

49 田 颖 副编审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

50 金宝蓝（韩） 讲师 首尔大学

51 金智恩（韩） 讲师 首尔大学

52 宁全红 研究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53 叶 凡 讲师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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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郭 晴 讲师 唐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法学系

55 韩蓓蓓 讲师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56 高婷婷 博士生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57 何有祖 副教授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58 纪婷婷 博士生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59 熊佳晖 博士生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60 赵诗凡 硕士生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61 刘 盼 博士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62 梁 静 副教授 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63 王丽霞 文博助理馆员 武威市雷台汉文化博物馆

64 郭学工 副编审 西北大学出版社

65 刘志平 副教授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66 王振华 讲师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67 王子今 教授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68 王 云 硕士生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9 赵兰香 教授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70 蔡副全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71 韩 锐 博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2 洪 帅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3 张新超 副教授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4 张光晗 副教授 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75 代剑磊 讲师 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76 李俊祺 馆员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

77 王 谷 讲师 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

78 陈文锦 副局长 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博物馆学会

79 赵 斌 博士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

80 曹江红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81 胡平生 研究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82 郑子良 研究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83 焦天然 助理研究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84 王锦城 博士后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1

承办单位参会人员（按单位、姓氏音序排列）

1 石明秀 馆长 敦煌市博物馆

2 常燕娜 副研究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3 李 燕 馆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4 苏 阳 馆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5 伍楚嘉 馆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6 肖从礼 研究馆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7 杨 眉 研究馆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8 朱建军 研究馆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9 李元辉 助理研究员 凉州文化研究院

10 王 冰 初级 凉州文化研究院

11 李迎春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12 魏振龙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13 袁雅洁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14 张德芳 研究员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15 艾中帅 博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6 金 玉 博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7 康智杰 书记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8 李并成 研究员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 李虎军 助教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 刘再聪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1 马玉凤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2 王新春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3 温鹏辉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4 张继刚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5 张小虎 博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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