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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程安排

10月 25日 全天

会议报到 维也纳国际酒店（兰州西客站老街黄河楼店）一楼大厅

18:00 晚 餐 维也纳国际酒店 24楼

10月 26日 上午

07:40 维也纳国际酒店门口乘车，前往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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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午 餐 维也纳国际酒店 24楼

下午

14:00 维也纳国际酒店门口乘车，前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分会场

14:30—18:00 分组讨论（一）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502室

分组讨论（二）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518室

博士生专场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409室

18:30 晚 餐 维也纳国际酒店 24楼

10月 27日 上午

07:40 维也纳国际酒店门口乘车，前往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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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2:30 午 餐 维也纳国际酒店 24楼

下午
14:30 维也纳国际酒店门口乘车，前往甘肃省简牍博物馆

15:00—17:30 学术考察 甘肃省简牍博物馆

18:30 晚 餐 维也纳国际酒店 24楼

10月 28日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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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议议程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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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马世年教授致辞

2.北京师范大学李锐教授致辞

3.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致辞

王 浩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

9：10—9：30 合影（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门前）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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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家世与老子任职时间考

报告人：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李 锐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评议人

曹建国

绍兴文理学院

鲁迅人文学院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 15分钟，评议

人总评议 10 分

钟）

先秦诸子“真”“善”二维文化叙事及其发生

报告人：赵 辉（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如何理解老子之道

报告人：程水金（南昌大学教授）

“史”“子”之间

——《战国策》的文本性质与文体特征

报告人：韩高年

（兰州城市学院校长、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10:40—10:50 茶歇

大会报告

第一场

（下）

族本系统的新探索

报告人：李 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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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0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

厅）

主持人

李 娟

河南省社科院

《中原文化研

究》主编

评议人

程水金

南昌大学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 15分钟，评议

人总评议 10 分

钟）

论非暴力被动强制——古公亶父避狄之分析

报告人：李若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老子》“天多忌讳而民弥叛”新证

报告人：宁镇疆（上海大学教授）

残经与学立：秦汉新王官《尚书》学中的经子双重性

报告人：赵 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

12:00 统一乘车至维也纳国际酒店，午餐、午休

分组讨论（第一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502室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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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秦诸子与马克思主义的触碰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语境考察

报告人：李生滨（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郭 丽

山东理工大学

教授

评议人

邓 稳

四川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报告 10 分钟，

评议 3 分钟）

诸子论廉：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核心要义

报告人：刘 勤（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孟子诗学思想新探

报告人：王 浩（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庄子》叠音词词源柬释三则

报告人：黄甜甜（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商君书》中的明法思想及其期待效应

报告人：王林敏（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

斥于儒林，藏于君民：古代《韩非子》阅读史的多维审视

报告人：张 耀（宁波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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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韩学的“新学理”与“新问题”

——胡适韩学研究述评

报告人：刘阳杰（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4：10—4：20 茶歇

10月 26日

下午

4：20—6：00

第一组

（B场）

《管子》论“君子”

报告人：郭 丽（山东理工大学教授）

主持人

刘 勤

四川师范大学

教授

评议人

王林敏

曲阜师范大学

副教授

（报告 10 分钟，

评议 3 分钟）

儒墨而外自为一家——王充“命”论的言说进路与内在逻辑

报告人：李 浩（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新子学视域下先秦诸子共同问题意识探赜

——以慎到学派划定问题为考察对象

报告人：商晓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荀子·赋篇》篇名为刘向所题及其动机辨析

报告人：邓 稳（四川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荀子的言说观念及其书写实践

报告人：张 安（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从子产到孔子：思想发展的两条路径

报告人：刘亚男（郑州大学讲师）

孔子比德观阐释与影响研究

报告人：崔立国（四川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下午 6:30 统一乘车至维也纳国际酒店，晚餐

分组讨论（第二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518室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左传》、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泓之战”所涉伦理问题刍议

报告人：刘 亮（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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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6日

下午

2：30—4：10

第二组

（A场）

主持人

杜志强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评议人

彭春艳

集美大学

教授

（报告 10分钟，

评议 3 分钟）

《吕氏春秋新校正》孙志祖、孙星衍校勘案语考辨与汇辑简评

报告人：俞林波（济南大学副教授）

原始《春秋》考论

——《春秋》的物质性背景与十二公文本的生成

报告人：王志翔（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上博简《天子建州》的篇章层次与文本生成

报告人：陈丹奇（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尹”与“史”及道家源于史官说的再检讨

——兼论刘歆《诸子略》的学术建类

报告人：牟 歆（四川师范大学讲师）

缘古流新：先秦诸子互见文献的文本再造与溯源

——以《孔子论欹器》和《金人铭》为中心

报告人：高思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4：10—4：20 茶歇

10月 26日

下午

4：20—6：00

第二组

（B场）

《文选》李善注征引汉赋讹误考辨 14则

报告人：彭春艳（集美大学教授）

主持人

牟 歆

四川师范大学

讲师

评议人

俞林波

济南大学

副教授

（报告 10分钟，

评议 3 分钟）

赵时春《稽古绪论》的思想内容及其学术评价

——以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视角

报告人：杜志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汉代列女画像的图文叙事研究

——再论《列女图》与《列女颂》的关系

报告人：伏雪芹（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贾谊《新书》文献学价值探微

报告人：揣松森（南阳师范学院讲师）

从封国到帝国——《史记》秦霸王之业叙事

报告人：郭全升（兰州理工大学讲师）

陆贾《春秋》学蠡测

报告人：藏 岩（兰州城市学院讲师）

下午 6：30 统一乘车至维也纳国际酒店，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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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专场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409室

专场讲座

10月 26日

下午

2：30—3：30

讲座题目与主讲人 主持人

孔传本《古文尚书》之成立——兼论孔传本编纂者的《尚书》学

主讲人：赵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

张艳萍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分组讨论

（一）

10月 26日

下午

3：40—4：50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清代《韩非子》的日常阅读、考据与学术研究考略

报告人：叶玮松（南京大学博士生）

主持人

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

教授

评议人

付林鹏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报告 5分钟，

评议 5分钟）

周秦之变背景下荀子、韩非政制设计比较

报告人：李宗敏（西北大学博士生）

论梅士享《管子删评》的选本学史意义

报告人：雷 琪（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尉缭子》的成书与编集

报告人：刘馨琳（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地者，政之本也：《管子》地政关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策略

报告人：程 雪（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论王安石对先秦法家人物的评价

报告人：张 钊（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辨析《荀子》中的“伪”概念

报告人：秦艺铭（香港大学硕士生）

4：50—5：00 茶歇

分组讨论

（二）

索紞本《老子》真伪问题再探

报告人：丁士桓（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主持人

刘 亮

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

新出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与传世文献所载“桓宫僖宫灾”比析

——兼论早期文本的形成问题

报告人：赵文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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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6日

下午

5：00—6：00

评议人

陈绪平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教授

（报告 5分钟，

评议 5分钟）

夏禹的古史传说考

——以上博简《容成氏》与《淮南子》为中心

报告人：孙 洁（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苏辙《老子解》对《老子》中“圣人”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报告人：朱江钰（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道家类提要校勘札记

报告人：吕浩喆（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

上博简与《论语》互见文献考论

报告人：王向阳（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

下午 6:30 统一乘车至维也纳国际酒店，晚餐

10月 27日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大会报告

第二场

（上）

8:30—9:40

（西北师范

大学教师发

展中心二楼

报告厅）

早期书写与文本传统：以张家山汉简《盗跖》为中心

报告人：曹建国（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

莫山洪

南宁师范大学

教授

评议人

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 15分钟，评议

人总评议 10 分

钟）

刘家和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与启迪

——以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关系为例

报告人：宋洪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文献视域下老子韩非同传是非与儒道地位递变

报告人：杨 玲（兰州大学教授）

《论语》的编者与编纂思路

报告人：董芬芬（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9:40—9:50 茶歇

大会报告

第二场

（下）

9:50—11:00

季风中的思想者：气候、城市文明与战国诸子

报告人：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主持人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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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30，乘车出发参观甘肃省简牍博物馆；

下午 6:30，晚餐（维也纳国际酒店）。

（西北师范

大学教师发

展中心二楼

报告厅）

评议人

杨 玲

兰州大学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 15分钟，评议

人总评议 10 分

钟）

周代夷夏之间的传译活动及文化认同

报告人：付林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扬雄文章的散化与韩愈对其文章的接受

——兼论《进学解》对《解嘲》的继承与发展

报告人：莫山洪（南宁师范大学教授）

论音乐思想史上的《吕氏春秋》

报告人：陈绪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授）

11:00—11:10 茶歇

10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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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第一组：张 耀（宁波大学讲师）

第二组：高思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博士生专场：叶玮松（南京大学博士生）
王 浩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第二阶段

11:40—12:00

北京师范大学李锐教授作大会总结

上海大学宁镇疆教授发言

12：00 统一乘车至维也纳国际酒店，午餐、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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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参会学者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曹建国 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 教 授

程水金 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 教 授

程 雪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陈绪平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陈 宏 《南开学报》杂志社 副主编

陈丹奇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陈艺铭 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 硕士生

揣松森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讲 师

崔立国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邓 稳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研究员

丁文魁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 师

丁士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博士生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杜志强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付林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伏雪芹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高思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讲 师

耿振东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 教 授

郭 丽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 教 授

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 授

郭全升 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 讲 师

黄甜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韩高年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教 授

姬亚楠 河南省社科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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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琪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李 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 授

李若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 授

李 娟 河南省社科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研究员

李生滨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李 浩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李宗敏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刘 勤 四川师范大学纪检监察学院 教 授

刘 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

刘亚男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讲 师

刘阳杰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 师

刘馨琳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吕浩喆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硕士生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莫山洪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牟 歆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 师

宁镇疆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教 授

彭春艳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教 授

秦艺铭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硕士生

商晓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宋洪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 授

孙 洁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王 浩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王志翔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王林敏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王向阳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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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教 授

许富宏 南通大学文学院 教 授

杨 玲 兰州大学文学院 教 授

叶玮松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俞林波 济南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藏 岩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讲 师

张 安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张 耀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讲 师

张 钊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张凯亮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赵 辉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 授

赵 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副编审

赵文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博士生

朱江钰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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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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国际酒店

（兰州西客站老街黄河楼店），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中

路 1500 号，靠近秀川路、南滨河中路和南滨河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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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土门墩站（B口）

出站换乘 136路，在秀川南滨河路口站下车后步行 484米抵达。全程

约 59分钟。

②乘坐 K102路公交车（火车站东出站口公交站），至秀川新村

站下车，步行 903米抵达。全程约 1小时 12分钟。

（2）的士出行：兰州站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25分钟。

2.目的地：兰州西站

（1）地铁公交出行：

①乘坐地铁 1号线（往陈官营方向），至马滩（B口）出站换乘

80路（石化大学西区方向），在马滩口站下车后步行 475 米抵达。

全程约 38分钟。

②乘坐 136路公交车（奥体公交场站方向），至秀川南滨河路口

站下车，步行 484米抵达。全程约 3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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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士出行：兰州西站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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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预定 10月 25日车票），至兰州西站下车。乘坐地铁 1号线（往陈

官营方向），至马滩（B口）出站换乘 80路（石化大学西区方向），

在马滩口站下车后步行 475米抵达。全程约 1小时 20分钟。

②在 T2航站楼乘坐机场巴士 3号线（兰州西客站方向），至深

安大桥站下车，然后换乘 158路公交车（洪门子公交站方向）至秀川

新村站下车，步行 941米抵达。全程约 1小时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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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整理与诸子学

研究的新进路’暨第十届诸子学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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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共同主办。会议

正式开始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4 年 10月 26日上午 8:30，会议地点为

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教师发展中心、文学院（致公楼 B区）。

（二）会议期间，早餐开始时间为 7:00，就餐地点在维也纳国际

酒店，就餐时请您出示早餐券。中餐、晚餐由会务组安排，就餐时请

您出示会务餐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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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国际酒店（兰州西客

站老街黄河楼店），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中路 15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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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4日—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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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负责人：

刘阳杰（18109461662） 王志翔（13893166789）

伏雪芹（1784465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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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平面图

教师发展中心：开、闭幕式，大会报告 致公楼 B 区：分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