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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近代以来，甘肃出土了 6万余枚简牍。甘肃简牍作为汉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民族交往交流的见证，文明交流互鉴的体现，在展现华夏文明独特魅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特殊价值。西北师范大学长期重视简牍学研究、教

学和学科建设。

自 1940年代起，黄文弼、阎文儒、金少英、初师宾等知名简牍学者相继在

西北师范大学任教，推出了《河西考古杂记》《汉简臆谈》等一批优秀学术成果。

1993年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简牍学”类课程，培养简牍整理、研究方

面的专门人才。1995年开始招收简牍学方向硕士研究生，2005年招收简牍学方

向博士研究生，是国内最早开展简牍学研究生教育的高校之一。1997年西北师

范大学创刊《简牍学研究》，作为国内高校较早创办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辑刊，至

今已连续出版 12辑。2011年西北师范大学编撰面向本科生的简牍学教材《简牍

学教程》，2022年“简牍学概论”课程获批甘肃省一流本科课程。

2021年 5月，西北师范大学成立简牍研究院，并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合建

“秦汉简牍与丝绸之路文明研究基地”，与甘肃简牍博物馆合建西北师范大学甘

肃简牍文化保护传承研习基地。2021年 12月，甘肃省启动省属高校国家一流学

科突破工程，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成为全省重点支持的 5个学科之一。

以简牍研究院为平台，以甘肃省省属高校国家一流学科突破工程建设为契机，

西北师范大学将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打造学术团队、扩大学术交流，通过与海

内外同仁合作，做好简牍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提升简牍学科发展水平，完成简

牍学一流学科建设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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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馨提示

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及博士生莅临甘肃省兰州市参加首届“西北汉简研究”

博士生论坛。为方便您参会，现将会议相关事宜敬告如下：

1.参会提醒

（1）请按照会议议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活动，特别是外出考察期间，务必

紧跟考察团队；

（2）参加会议活动，请提前 5分钟到会；

（3）会议期间，请将手机设为静音状态；

（4）若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相关活动，请提前向会务组人员说明。

2.天气提醒

本次论坛涉及兰州、金塔、额济纳三地，均位于中国西北内陆，气候以温带

大陆性气候为主，昼夜温差较大，请参会代表适当增减衣物。汉塞遗址考察所在

地金塔、额济纳地处戈壁沙漠地带，日照强度大，参会代表须做好防晒措施。会

议期间，会务组备有藿香正气液等基本药物和口罩，有需要者可联系会务组。

据天气预报显示，会议期间兰州市天气以晴或小雨为主，早晚温差较大，参

会代表可准备一、两件薄外套。金塔县、额济纳旗天气以晴朗为主，须做好防晒

措施。

图 1 会议期间兰州市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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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会议期间金塔县天气预报

图 3 会议期间额济纳旗天气预报

3.食宿服务

本次论坛只承担正式参会代表会议期间的食宿，会议以外食宿敬请自理。

餐饮安排从 8月 24日晚餐开始，8月 25-26日早餐均在金牛宾馆（住宿房间

含早餐），午餐、晚餐均在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厅，26日晚餐拟定于西站十字

附近餐馆。

8月 27日早餐拟定在金塔县锦城国际大酒店。27-29日午餐以随车所备干粮

为主，27、28日晚餐及 28、29日早餐拟定在额济纳旗太豪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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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供 8月 24-26日（兰州金牛宾馆）及 27-29日（额济纳旗太豪国际酒

店），共计 4晚的住宿，请参会博士生按时办理退房，在此前后产生的住宿费用

敬请自理。

住宿期间请遵守宾馆相关规定，所产生的个人消费，亦请自理。

4.会务组

姓 名 分 工 联系电话

李迎春 统筹协调 13679413860

魏振龙 会场、交通 13893130486

袁雅洁 材料、食宿 19910397859

王 鹏 设备、摄影 1818959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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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兰州市内交通

各位参会博士生，欢迎您来到金城兰州。本次论坛的宾馆是兰州金牛宾馆，

位于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西南 550米处。根据您抵达兰州的站点，您可以选择

以下乘车方式和路线：

1.兰州西站

（1）公交、地铁

①乘坐 157路公交车（兰州西站为始发站），至金牛街站，向东步行 240米。

全程约 47分钟。

②乘坐地铁 1号线（兰州西站北广场站，陈官营方向），至兰州海关站（D

口），出站向东步行约 770米，换乘 K301 路公交车，至金牛街站，向东过马路

步行约 240米。全程约 40分钟。

（2）出租车：兰州西站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20分钟。

2.兰州站

（1）公交、地铁

①乘坐 K102路公交车(火车站东出站口公交站)，至文化宫站，同站换乘 103

路，至省党校站，继续向西步行 420米抵达。全程约 1小时 17分。

②乘坐地铁 2号线（兰州火车站 C口进站，往东方红广场方向），至东方红

广场站换乘 1号线(陈官营方向)，至文化宫站（B口）出站换乘 103路公交车，

至省党校站，继续向西步行 420米抵达。全程约 1小时。

（2）出租车：兰州站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30分钟。

3.中川国际机场

（1）城铁、公交

①T2航站楼中川机场站乘坐城际铁路（可在 12306App 上提前预定 8月 24

日车票)，至兰州西站下车。继续乘坐地铁或公交前往金牛宾馆，线路方式同 1。

②在 T2航站楼乘坐机场巴士 3号线（约 30分钟/趟），至金生街站下车，向

东过马路步行约 240米。全程约 1小时 20分钟。

（2）出租车：中川机场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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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西北师范大学校园平面图

文科实训楼 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博物馆

西 门 田家炳教育书院（教学 7号楼）

图 5 金牛宾馆——西北师范大学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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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生论坛议程

■2023年 8月 24日——会议报到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全天
会议报到

特邀嘉宾 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参会博士生 兰州金牛宾馆

18:30-19:30 晚餐 专家楼餐厅

■2023年 8月 25日上午——开幕式·学术讲座（第 1-2场）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07:00-08:30 早餐 金牛宾馆自助餐厅/专家楼餐厅

上午

09:00-09:30
开

幕

式

主持人 田 澍（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文

科

实

训

楼

103
室

致辞人

王占仁（西北师范大学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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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

沈刚（吉林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

朱建军（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09:30-09:40 合影 全体与会人员（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

09:40-11:00
学术

讲座

主持人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主讲人

张德芳：西北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1:00-11:05 讨论交流

11:05-12:25 孙家洲：从出土秦简两诏书谈秦史新识

12:25-12:30 讨论交流

12:30-14:00 午餐 专家楼餐厅

■2023年 8月 25日——分组讨论（每位代表发言 10分钟，评议 5分钟）

第一组：主持人——郝振宇 袁雅洁

地 点——田家炳教育书院（教学 7号楼）317报告厅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评议人

下午
14:30-16:00

上

半

场

发

言

人

刘松清：“受幾”类文书及其所反映的相保制度 黄炜炬

张 岗：简牍所见秦代公文书保密制度研究 孙 宁

梁文罗：试论秦简中所见的“守府” 刘松清

袁 证：试析西汉时期寡妇对财产支配权利的转变 张 岗

孙 宁：汉代西北屯戍机构手工品的制作与销售 梁文罗

黄炜炬：由居延汉简重论代田法推广情况——兼谈《汉

书·食货志》史料来源问题
袁 证

16:00-16:1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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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20 休息

16:20-17:50
下

半

场

发

言

人

罗 晨：悬泉汉简所见敦煌仓储系统及相关问题 田学慧

金玉璞：《悬泉汉简（叁）》所见典籍残简试解 罗 晨

艾中帅：悬泉汉简所见邮书传递的方向问题 金玉璞

宁美笑：悬泉汉简中所见的“式” 艾中帅

韩 锐：《悬泉汉简研究》读书札记两则 宁美笑

田学慧：从新出土简牍文献看汉代鱼税征收及税率问题 韩 锐

17:50-18:00 讨论

18:00-19:30 晚餐 专家楼餐厅

第二组：主持人——陶兴华 王 鹏

地 点——田家炳教育书院（教学 7号楼）314会议室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评议人

下午

14:30-16:00
上

半

场

发

言

人

陈陶然：西北汉简《功令》相关文书与张家山汉简《功

令》对比研究
谢晓燕

蒋函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居延汉简的发现 杨 晨

胡孟强：说未央宫出土骨签文字中的“善”“春”与“青” 蒋函秀

杨 晨：以墨迹为参照系——西北汉简的发现与二十世

纪书法研究
梁利栋

谢晓燕：《二年律令·贼律》“亡印”条考略 陈陶然

梁利栋：汉牍《风雨诗》之文学研究 胡孟强

16:00-16:10 讨论

16:10-16:20 休息

16:20-17:50
下

半

场

发

言

人

赵翠翠：秦汉日书中篇题书写方式及同篇异名现象试析 李佳宁

王 丹：西北汉简所见习字觚探析 吕宗文

曾鸿雁：西北屯戍汉简私人书信探析 程帆娟

吕宗文：汉简所见“府卿”再释 赵翠翠

程帆娟：汉简所见官“记”文书考论 曾鸿雁

李佳宁：西北汉简所见汉代车辆运载量问题的研究 王 丹

17:50-18:00 讨论

18:00-19:30 晚餐 专家楼餐厅

■2023年 8月 25日晚上——学术讲座（第 3-4场）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25日
晚上

19:30-20:50 学术

讲座

主持人 马智全（兰州城市学院教授）
田

家

炳

317
室

主讲人
侯旭东：遗址出土简牍研究的五种路径

20:50-20:55 讨论交流

20:55-21:00 休息

21:00-22:20 学术

讲座
主讲人

刘国胜：战国两汉丧葬文书整理与研究

22:20-22:25 讨论交流



8

■2023年 8月 26日上午——学术讲座（第 5-6场）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26日
上午

08:30-09:50 学术

讲座

主持人 肖从礼（甘肃简牍博物馆研究馆员）
田

家

炳

317
室

主讲人
陈松长：简帛与简帛发现

09:50-09:55 讨论交流

09:55-10:00 休息

10:00-11:20 学术

讲座
主讲人

沈刚：西北汉简中的印文誊录与地方文书行政

11:20-11:25 讨论交流

11:25-11:30 休息

■2023年 8月 26日上午——学术讨论环节·闭幕式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26日
上午

11:30-12:00

学术

讨论

环节

闭幕

式

主持人 张继刚（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田

家

炳

317
室

第一小

组总结
艾中帅（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第二小

组总结
胡孟强（清华大学博士生）

会议

总结
李迎春（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教授）

闭幕

致辞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12:00-13:30 午餐 专家楼餐厅

■2023年 8月 26日下午-29日——学术考察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26日
下午

14:30-17:30 博物馆参观 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

19:00 前往兰州西站乘车赴金塔

27日 全天
博物馆参观

遗址考察
金塔县博物馆，地湾、肩水金关、黑城遗址

28日 全天
遗址考察 额济纳旗居延遗址

29日
上午

15:00 前往河东里、额济纳站乘车

■2023年 8月 30日——代表离会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全天 08:00-08:30 早餐 兰州西站附近牛肉面馆



9

四、首届“西北汉简研究”博士生论坛参会代表名录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特邀嘉宾

1 孙家洲 教 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2 陈松长 教 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3 侯旭东 教 授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4 刘国胜 教 授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5 沈 刚 教 授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6 朱建军 馆长、研究馆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7 肖从礼 研究馆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

8 孙占宇 教 授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9 马智全 教 授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10 王 伟 编 审 文物出版社

11 张 冰 副编审 文物出版社

参会博（硕）士生

1 艾中帅 博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 陈陶然 博士生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3 程帆娟 博士生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4 韩 锐 博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5 胡孟强 博士生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6 黄炜炬 博士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7 蒋函秀 博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8 金玉璞 博士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9 梁利栋 博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10 刘松清 博士生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11 罗 晨 博士生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2 孙 宁 博士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13 田学慧 博士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4 王 丹 博士生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5 谢晓燕 博士生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

16 杨 晨 博士生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17 袁 证 博士生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18 张 岗 博士生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 曾鸿雁 博士生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 赵翠翠 博士生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21 李佳宁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2 梁文罗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3 吕宗文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4 宁美笑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主办单位人员

1 王占仁 校长、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2 田 澍 副校长、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3 张德芳 研究员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4 刘再聪 院长、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5 康智杰 党委书记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 张继刚 副院长、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 常 成 副院长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8 李迎春 教 授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9 陶兴华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0 郝振宇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1 魏振龙 讲 师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12 温鹏辉 讲 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3 袁雅洁 讲 师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14 王 鹏 讲 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5 李虎军 助 教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6 于贽荧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7 孔毅斐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8 郑 昕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 姜昊华 本科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 孙艺芳 本科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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