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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程安排

九月二十二日 全天

会议报到 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大厅

晚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九月二十三日 上午

08:30—09:10 开幕式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09:10—09:30 合影 茶歇 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门前

09:30—10:40 大会报告第一场（上）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0:40—10:50 茶 歇

10:50—12:00 大会报告第一场（下）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2:00—13:30 午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下午

14:30—18:00 分组报告（一）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402室

分组报告（二）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309室

博士生专场（一）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409室

博士生专场（二）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502室

18:00 晚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九月二十四日 上午
08:30—09:40 大会报告第二场（上）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09:40—09:50 茶 歇

09:50—11:00 大会报告第二场（下）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1:00—11:10 茶 歇

11:10—12:00 闭幕式

12:00—13:30 午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下午

14:30—17:30 学术考察 甘肃省简牍博物馆

18:00 晚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九月二十五日

与会专家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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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议议程

9 月 23 日 嘉宾致辞 主持人

开幕式

8：30—9：1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

厅）

1.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玉泉致辞

2.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教授致辞（线上）

3.台湾辅仁大学王欣慧教授致辞

4.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致辞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院长

教授

9：10—9：30 合影（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门前）

9 月 23 日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大会报告

第一场

（上）

9：30—10：4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厅）

渭水西汉水上游的文化底蕴与秦人的兴起

报告人：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葛刚岩

武汉大学

副教授

评议人

赵茂林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每位报告人发言

15分钟，评议人总

评议 10 分钟）

楚辞《招隐士》的作者指涉与书写主题（线上）

报告人：熊良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东汉文学的逞才游艺之风

报告人：张峰屹（南开大学教授）

重新“发现”子产的当代意义

报告人：刘志伟（郑州大学教授）

10:40—10:50 茶歇

大会报告

第一场

（下）

10：50—12：0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

厅）

关于“李广难封”的讨论（线上）

报告人：李 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评议人

刘志伟

郑州大学

教 授

（每位报告人发言

15分钟，评议人总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书法疑义析论

报告人：王欣慧（台湾辅仁大学教授）

《楚辞章句》的知识史考察

报告人：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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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 10 分钟）
春秋纪传的“虚饰”与明义的史学道统

报告人：葛刚岩（武汉大学副教授）

12:00 午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分组讨论（第一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402 室

9月 23日

下午

2：30—4：10

第一组

（A场）

后稷“三弃三收”新考

报告人：刘 勤（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马晓舟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评议人

黄泽钧

台湾辅仁大学

专案助理教授

王 聪

中华女子学院

讲 师

（报告 10分钟，评

议 3 分钟）

揭秘“大禾”：商代人面方鼎与清华简《五纪》的合证

报告人：王志翔（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曹沫之阵》之《论三教·和于舍》沪皖本对读

报告人：黄泽钧（台湾辅仁大学专案助理教授）

战国竹简儒家文献的“异篇同卷”形态与编纂意图

报告人：陈丹奇（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尚书·洪范》“五行”畴与“五行”学说

报告人：王 聪（中华女子学院讲师）

“六经注我，继往开来”——简论陆九渊《尚书》学思想及实践

报告人：周忠强（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南宋陈骙《文则》对《礼记》的文章学批评

报告人：田有余（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4：10—4：20 茶歇

9月 23日

下午

4：20—6：00

第一组

（B场）

从《豳风图》到《豳风图赋》：经义的图文呈现及其演变

报告人：马晓舟（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主持人

陈丹奇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评议人

段 丽

大理大学

副教授

出土文物视域下《山海经》神怪视觉形象的生成图式

报告人：段 丽（大理大学副教授）

子路形象在汉代的接受与经典化——以汉画像为中心

报告人：李同恩（临沂大学讲师）

仁圣之禽：汉代凤凰的文图形象与文化结构

报告人：李 高（江苏海洋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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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恩

临沂大学

讲 师

（报告 10分钟，评

议 3 分钟）

故事的讲述方式——故事画与叙事诗的“顷刻”叙事

报告人：伏雪芹（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三圆”物化载体的连续性及文化特征

报告人：朱赟斌（兰州交通大学讲师）

下午 6:00 晚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分组讨论（第二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309 室

9月 23日

下午

2：30—4：10

第二组

（A场）

殷商西周的谏议制度与论谏辞的撰制

报告人：王 浩（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牟 歆

四川师范大学

讲 师

评议人

王 浩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邓 稳

四川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报告 10 分钟，评

议 3 分钟）

《山海经》是一部闻见录

报告人：张艳萍（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郑玄《诗谱》对《诗经》编集结构与编者意图的系统诠释

报告人：赵 想（黑龙江大学讲师）

圣人之情与人之常情：《关雎》情感解读的多重维度

报告人：吴 娇（重庆大学讲师）

由地入史：二十世纪以来关于《山海经》研究方法的延续与回应（线上）

报告人：邵小龙（宁波大学副研究员）

论河套古大湖消退与先秦昆仑之地名西迁

报告人：逯 宏（长江师范学院副教授）

4：10—4：20 茶歇

9月 23日

下午

4：20—6：00

第二组

（B场）

战国秦汉之际“大一统”思潮下的文学书写“新模态”研究

报告人：孙董霞（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
主持人

刘 洁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评议人

逯 宏

汉代赋家籍贯分布与流变的状态及其原因

报告人：邓 稳（四川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比较视域下《荀子》与《庄子》“天人关系”义理之析论

报告人：李玮皓（山东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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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师范学院

副教授

孙董霞

大连理工大学

副教授

（报告 10 分钟，评

议 3 分钟）

《孟子》《庄子》言辞观辨析——从“言”在早期儒、道思想中

的地位差异说开来

报告人：刘 洁（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

汉代辞赋与小学之关系论

报告人：牟 歆（四川师范大学讲师）

安所困苦哉——由《庄子·逍遥游》论“待”思维的觉察与破除

报告人：邱文才（台湾辅仁大学助理教授）

论荀子的言说观念及其书写实践

报告人：张 安（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下午 6：00 晚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博士生专场（第一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409 室

9月 23日

下午

2：30—4：10

第一组

（A场）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汉代“依经治国”背景下博士议政奏议的生成论析

报告人：王敬博（西北师范大学博士）

刘志伟

郑州大学

教 授

葛刚岩

武汉大学

副教授

（报告 10分钟，评

议 3 分钟）

记言传统、试策制度与《盐铁论》的文体形态

报告人：王婉婷（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汉代“黄龙见成纪”蠡测

报告人：程 雪（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古诗十九首》中的物候书写与文人生命意识

报告人：杨丽琼（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汉代目录的编纂及理论的产生

报告人：李鑫鑫（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汉牍《风雨诗》之文学研究

报告人：梁利栋（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4：10—4：2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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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3日

下午

4：20—6：00

第二组

（B场）

孔子的文献学观念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报告人：陈 兹（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生）

刁生虎

中国传媒大学

教 授

杨 玲

兰州大学

教 授

（报告 10分钟，评

议 3 分钟）

《墨子》“法夏宗禹”说考论（线上）

报告人：王 淼（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

论楚人治政理念对儒、墨思想的接受与融通——以清华简《治

邦之道》《治政之道》为中心

报告人：何雨盎（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法家学说的反向思考——以《商君书》为例

报告人：陈 林（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以赋体道：由帛书《道原》论及荀卿之赋

报告人：孙 洁（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文献、思想、文学——明代荀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报告人：董昌灵（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

《淮南子·道应训》解老探析

报告人：张凯亮（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

下午 6:00 晚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博士生专场（第二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502 室

9月 23日

下午

2：30—4：10

硕、博士生专场

第二组

（A场）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韩诗外传》所见《春秋》经传探析

报告人：藏 岩（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王欣慧

台湾辅仁大学

教 授

赵茂林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报告 10分钟，

评议 3 分钟）

镌刻之前的书写：论石刻铭文制作时使用的写本

报告人：贾 群（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由书写材料所见的汉代文书行政——以悬泉汉简与南越木简为

例

报告人：韩 锐（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索隐发微 注屈明志——马其昶《屈赋微》的注解特色及现实意义

报告人：马群懿（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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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笺》师法取向——以其援用《韩诗》学说为中心

报告人：张 钊（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诗经》书写与口头性质争论中的校勘学方法论思考

报告人：王向阳（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

口头诗学视域中的《闵予小子》组诗研究

报告人：吴星璇（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

4：10—4：20 茶歇

9月 23日

下午

4：20—6：00

硕、博士生专场

第二组

（B场）

芮良夫及其文学成就考论

报告人：丁文魁（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延娟芹

华南师范大学

教 授

（报告 10分钟，

评议 3 分钟）

齐襄公考

报告人：贺馨雨（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略论杜甫诗歌对《史记》的接受

报告人：苏 欢（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史记》赋税文献的保存分类与司马迁的赋税观

报告人：蒲婧怡（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唐人诸经义疏征引《郑志》一书多名现象辨正

报告人：罗 永（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史记》秦史征兆叙事所体现的兴亡趋向

报告人：陈佳乐（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

下午 6:00 晚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9 月 24 日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大会报告

第二场

（上）

宗周政典的名实之转：从《训典》到《书》（线上）

报告人：赵 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

主持人

杨 玲

兰州大学

教 授

评议人

传统医疗文化思维的两种原初样态（线上）

报告人：锺宗宪（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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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30，与会专家参观甘肃省简牍博物馆；

下午 6:00，晚餐（专家楼餐饮中心）。

8：30—9：4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厅）

延娟芹

华南师范大学

教 授

（每位报告人发言

15分钟，评议人总

评议 10分钟）

《春秋》《左传》的文本性质与经传互异

报告人：董芬芬（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先秦象喻言说及其生成机制

报告人：刁生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9:40—9:50 茶歇

大会报告

第二场

（下）

9：50—11：0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厅）

先秦集外诗中的“新篇旧辞”与“旧篇新辞”

报告人：周玉秀（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张艳萍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评议人

刘 勤

四川师范大学

教 授

（每位报告人发言

15分钟，评议人总

评议 10分钟）

训诂与《诗经》文本阐释

报告人：杨 玲（兰州大学教授）

北大藏秦简《教女》刍议

报告人：延娟芹（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帛书《五行》说部解说《诗经·鸤鸠》《燕燕》辨析

报告人：赵茂林（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11:00—11:10 茶歇

9 月 24 日 闭幕式（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主持人

第一阶段

分组讨论

汇报发言

11：10—11：50

分组讨论第一组：王志翔（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分组讨论第二组：李玮皓（山东大学副教授）

博士生专场第一组：贾 群（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博士生专场第二组：陈 兹（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生）

王 浩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院长

教 授第二阶段

11：50—12：00
西北师范大学马世年教授致闭幕辞

12：00 午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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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参会学者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陈丹奇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陈 林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陈 兹 哈尔滨师范大学 博士生

程 雪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邓 稳 四川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刁生虎 中国传媒大学 教 授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丁文魁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董昌灵 西北民族大学 博士生

段 丽 大理大学 副教授

伏雪芹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葛刚岩 武汉大学 副教授

韩 锐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何雨盎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贺馨雨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黄泽钧 台湾辅仁大学 专案助理教授

贾 群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李 山 北京师范大学 教 授

李玮皓 山东大学 副教授

李同恩 临沂大学 讲 师

李 高 江苏海洋大学 讲 师

李鑫鑫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梁利栋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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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伟 郑州大学 教 授

刘 勤 四川师范大学 教 授

刘 洁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逯 宏 长江师范学院 副教授

罗 永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马晓舟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马群懿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牟 歆 四川师范大学 讲 师

蒲婧怡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邱文才 台湾辅仁大学 助理教授

邵小龙 宁波大学 副研究员

苏 欢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孙董霞 大连理工大学 副教授

孙 洁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田有余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王 浩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王欣慧 台湾辅仁大学 教 授

王志翔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王婉婷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王 聪 中华女子学院 讲 师

王敬博 西北师范大学 博 士

王 淼 四川师范大学 博士生

吴 娇 重庆大学 讲 师

熊良智 四川师范大学 教 授

延娟芹 华南师范大学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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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玲 兰州大学 教 授

杨丽琼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张峰屹 南开大学 教 授

张艳萍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张 安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张 钊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赵茂林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赵 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编审

赵 想 黑龙江大学 讲 师

周玉秀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锺宗宪 台湾师范大学 教 授

周忠强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朱赟斌 兰州交通大学 讲 师

藏 岩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张凯亮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生

陈佳乐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生

王向阳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生

吴星璇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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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内交通

尊敬的与会学者：

欢迎您来到金城兰州！本次会议的住宿地点是西北师范大学专家

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位于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正门以东约

50米。根据您抵达兰州的站点，可以选择以下交通方式：

1.目的地：兰州站

（1）地铁公交出行：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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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陈官营方向），至西站什字（B口）

出站换乘 BRT1路，在西北师大站下车后抵达。全程约 54分钟。

②乘坐 131路公交车（火车站东出站口公交站），至终点站培黎

广场下车，过马路向西步行 300米抵达。全程约 1小时。

（2）的士出行：兰州站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35分钟。

2.目的地：兰州西站

（1）地铁公交出行：乘坐地铁 1号线（往东岗方向），至西站

什字（B口）出站换乘 BRT1路，在西北师大站下车后抵达。全程约

37分钟。

（2）的士出行：兰州西站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20分钟。

3.目的地：中川国际机场

（1）城铁公交出行：

①在 T2 航站楼中川机场站乘坐城际铁路（可在 12306App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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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预定 9月 22日车票），至兰州西站下车。乘坐地铁 1 号线（往东

岗方向），至西站什字（B口）出站换乘 BRT1路，在西北师大站下

车后抵达。全程约 1小时 20分钟。

②在 T2航站楼乘坐机场巴士 3号线，至金牛街站下车，步行 1.5

公里抵达。全程约 1小时 50分钟。

（2）出租车出行：中川机场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1小时。

祝您来程顺利！如有问题请联系会务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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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会提示

尊敬的与会学者：

欢迎您来到百廿学府西北师范大学，参加“第十九届海峡两岸先

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为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请您仔细阅读以下注

意事项：

（一）本次会议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

心主办。会议正式开始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3 年 9月 23日上午 8:20，

会议地点为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教师发展中心与文学院（致公楼 B

区）。

（二）会议期间，早餐开始时间为 7:00，就餐地点在专家楼餐饮

中心，就餐时请您出示早餐券。外出就餐时注意餐饮卫生。

（三）兰外专家学者住宿地点安排在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位于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内。因学校其他校门设

有门禁，请您在专家楼大门进出校园。（兰内专家不安排住宿）

（四）教师发展中心及文学院（致公楼 B 区）会场内均设有多

媒体设备，小组讨论时您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制作 PPT，会务组工作人

员会提前与您沟通，协助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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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兰州市早晚温差较大，请各位专家学者根据具体情况准备

合适衣物。如身体有任何不适，请及时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现将

9月 22日—25日天气状况提供如下，以供参考。

（六）会议期间如有问题请联系会议负责人：

王 浩（15095392920） 马晓舟（18813145473）

刘阳杰（18109461662） 王志翔（1389316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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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平面图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住宿、报到 教师发展中心：开、闭幕式、大会报告

致公楼 B区：分组讨论专家楼餐饮中心：早、中、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