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文化与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暨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 2024年学术年会 

 
 

 

 

会议手册 
 

 

 
主办单位：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 

协办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甘肃·武威 

二〇二四年九月 



 

 

 

目录 

会议须知 .......................................................................................................... 1 

会议议程 .......................................................................................................... 3 

与会代表名录 .............................................................................................. 10 

 



 

1 

 

会议须知 

一、日程安排 

9 月 25 日 全天 报到 

9 月 26 日 

上午 

08:30—09:10 开幕式 

09:10—09:30 合影 

09:30—12:00 主题研讨 

中午 12:00—13:30 午餐、午休 

下午 14:30—17:50 分组讨论 

9 月 27 日 

上午 09:00—10：00 闭幕式 

中午 12:00—13:30 午餐 

9 月 28 日 全天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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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汉明国际酒店 15 楼第二会议室 

（所有参会代表请于 9 月 25 日至汉明国际酒店一楼大厅签到处签到） 

三、会议用餐 

早餐  07:30—08:30 

午餐  12:00—13:30 

晚餐  18:00—19:30 

（用餐地点：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汉明国际酒店）     

四、会务联系方式     

杜志强：18194223186          连捷：18202181304 

张亚楠：13158815901          贾霞：13623420237 

栗锦昱：1803507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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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9 月 26 日 议程安排 
主持人 

评议人 

开幕式 

8:30—9:10 

嘉宾致辞 

主持人 

汪聚应 

天水师范学院

校长、教授 

1. 学会会长、兰州城市学院校长韩高年教授  致辞 

2. 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庆振轩教授  致辞 

3. 学会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张兵教授  致辞 

4. 学会副会长、陇东学院副校长马悦宁教授  致辞 

5. 中共武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致辞 

6. 甘肃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研究中心（韩高

年教授）与武威市长城文化研究中心、凉州文化研究院

战略合作签约 

9:10—9:30 与会代表合影留念（汉明国际酒店一楼门外） 

主题研讨

（第一场） 

9:30—10:40 

 

汪聚应：剑气·侠心·江湖情——任侠精神与李白浪

漫主义的新境界 

主持人 

庆振轩 

兰州大学     

教授 

 

评议人 

韩高年 

兰州城市学院

校长、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不超过 8 分

钟，评议人总评

议不超过 20 分

钟） 

高原：论儒道禅及陶渊明的“人性桃花源” 

魏宏远：“传”早期形制及“传体”嬗变 

董芬芬：八卦起源与伏羲风姓 

李天保：纪昀评点《唐诗鼓吹》研究 

10:40—10:50 茶歇 

主题研讨 

（第二场） 

10:50—12:00 

 

韩高年：早期经典的原创与中华文明特性的形成 
主持人 

魏宏远 

兰州大学 

教授 

 

庆振轩：审视与重估：苏轼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新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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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志军：“熙河开边”与北宋中期文学生态 

评议人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不超过 8 分

钟，评议人总评

议不超过 20 分

钟） 

蒲向明：陇南先秦时期文学文献论略 

侯冬：晚清名士周家禄游幕朝鲜诗歌论略 

12:00 午餐、午休 

分组讨论（第一组） 

第一组 

（A 场） 

14:30—15:30 

马智全：从先秦礼仪到秦汉简帛书信致敬语的演变 

主持人 

范卫平 

甘肃民族师范

学院 

教授 

 

评议人 

马智全 

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 

董颖：《秦风·蒹葭》发微及著者考 

刘振乾：爱情说的确认——《诗经·邶风·静女》诗旨

研究 

黄柏林：《毛诗正义·国风》“易《传》者”笔法探微 

连捷：《关雎》“后妃之德”新辨   

范卫平：楚辞文体渊源诸说质疑 

15:30—15:40 中场休息 

第一组 

（B 场）

15:40—16:40 

安奇贤：崇尚实用与追求融合：秦文学价值观的双重建

构 
主持人 

马得瑜 

兰州文理学院 

副教授 

 

评议人 

朱赟斌 

兰州交通大学 

副教授 

朱赟斌：论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文本性质的多元

性 

刘洁：“新子学”视野下《老子》《孟子》思想的共通性

——以政治论为中心 

田有余：西汉牵牛、织女石像的艺术特征与文化意义 



 

5 

 

张凯亮：再论《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成书时代与作者身

份 

苏杨文静：“四夷”称谓小辩 

16:40—16:50 中场休息 

第三组 

（C 场） 

16:50—17:50 

连振波：缜密·深静·重占——李南晖对朱熹易学思想

的继承与发扬 

主持人 

包建强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评议人 

隆滟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白玉婕：汉末魏晋时期殊方异物传入中原的文化心理探

析——兼论丝绸之路与魏晋博物观念的兴盛 

边思羽：《山海经》中的远古生态美学意识管窥 

王敬博：汉代“依经治国”背景下博士议政奏议的生成

与风格特征 

田瑞：耳治与目治之间：作为讲唱底本的《神乌傅》 

包建强：《白兔记》传世文献的传播环境特征钩沉 

18:00 晚餐 

分组讨论（第二组） 

第二组 

（A 场） 

14:30—15:30 

王兴芬：蜚声山陕，扬名河西——晋唐河西地区的刘萨

诃传说探研 

主持人 

甄芸 

西北民族大学 

副教授 

 

评议人 

王兴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周忠强：北朝邢劭佚文新考 

齐莹：品服章古韵 探衣冠文化——魏晋小说中的服饰风

尚及服饰文化探析   

何冲：狐神信仰与魏晋南北朝狐故事中的“兽狐”    

李源清：中国古代题动物画诗滥觞与成熟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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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芸：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何福

堃《午阴清舍诗草》为实践案例 

15:30—15:40 中场休息 

第二组 

（B 场）

15:40—16:40 

刘梅兰：论《紫钗记》的“长城”书写 

主持人 

魏琳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评议人 

刘梅兰 

河西学院 

教授 

尚斌：孟姜女故事演化：长城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刘炳辉：唐诗中的河西走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

学映射 

马竹君：唐代“长城”诗歌的定量统计与阐析 

孙立群：皎然意境说初探 

贾霞：敦煌本《庐山远公话》佛教思想探析 

16:40—16:50 中场休息 

第二组 

（C 场） 

16:50—17:50 

朱瑜章：王之涣《凉州词》三题 

主持人 

陈晓红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评议人 

河西学院 

朱瑜章 

教授 

李孟霏、庆振轩：富于理而妙于言——苏轼与道家人文

医疗内涵略窥 

庆振轩、郭晓瑜：汪洋淡泊，一唱三叹；稍自振厉，警

发愦愦——苏辙《黄楼赋》个性特色探论 

陈许：胡震亨《杜诗通》的评注特色与得失 

李博：各自绝胜无彼此——二苏哀祭文创作比较论析 

吕浩喆：吕大临《记种将军事》兼种世衡离间西夏事考 

18:00 晚餐 

分组讨论（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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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 

（A 场） 

14:30—15:30 

多洛肯、赵钰飞：明代白族词人及其创作刍论     

主持人 

吴娱 

陇东学院 

教授 

 

评议人 

豆红桥 

河西学院 

副教授 

杜志强：晚清以来西北史研究的集成之作——《甘宁青

史略》 

焦福维：基于陇南诗碑题壁诗的陇蜀“诗教”类文献考

查 

豆红桥、刘晨雨：《桥仙观碑记》版本及其华盖三仙考 

徐佳慧：陈献章行状书写及白沙学解释权之争    

吴娱：一个道情剧本的发现与清代晋陕甘的戏曲传播    

15:30—15:40 中场休息 

第三组 

（B 场）

15:40—16:40 

张兵、王维：清初文人雅集的图文生成及其审美阐释    

主持人 

马培洁 

西北民族大学 

副教授 

 

评议人 

赵鲲 

天水师范学院 

副教授 

赵鲲：中国士人的帝王师理想及其表达——以李白为中

心 

宋运娜：《金瓶梅》中潘金莲与三寸金莲 

胡旭东：近五十年吕祖谦研究学术史回顾（1970-2020） 

——以吕祖谦文献整理，身世交游及学术渊源与影响研

究为中心  

尚琦琛：明嘉靖朝西北谪宦心态探究   

马培洁：刘尔炘诗社雅集文献稽考 

16:40—16:50 中场休息 

第三组 

（C 场） 

16:50—17:50 

吴浩军、毛建雯：张澍潘挹奎友谊与《武威耆旧传》    
主持人 

王万鹏 

兰州文理学院 

教授 

 
张海楠、张海龙：韩定山《毛主席诗词辑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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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明：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响正回萦——赵子贤

《西和乞巧歌》读记 

 

 

 

评议人 

吴浩军 

河西学院 

教授 

王晨曦：《河海昆仑录》中的西北民俗书写研究 

谢楠、臧玥：基于深度教学的古诗词教学研究 

王万鹏：面对 Z 世代：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出路    

18:00 晚餐  

9 月 27 日 议程安排 主持人 

会议闭幕式 

9:00—10:00 

1.李富强副教授作第一小组总结发言 

2.魏琳教授作第二小组总结发言 

3.马培洁副教授作第三小组总结发言 

4.韩高年教授作大会总结 

5.会议闭幕 

多洛肯 

西北民族大学 

教授 

12:00 午餐 

 

附：分组讨论时间安排及名单 

分组安排 

时间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14:30—15:30 第一组（A 场） 第二组（A 场） 第三组（A 场） 

15:40—16:40 第一组（B 场） 第二组（B 场） 第三组（B 场） 

16:50—17:50 第一组（C 场） 第二组（C 场） 第三组（C 场） 

（小组讨论环节中，报告人发言时间不超过 8 分钟，评议人总评议时间不超

过 10 分钟） 

（一）主题研讨（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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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聚应、高原、魏宏远、董芬芬、李天保、韩高年、庆振轩、霍志

军、蒲向明、侯冬 

（二）第一组（24人） 

马悦宁、马智全、董颖、刘振乾、黄柏林、连捷、范卫平、马得

瑜、安奇贤、朱赟斌、刘洁、张安、田有余、张凯亮、苏杨文静、

隆滟、连振波、李富强、白玉婕、边思羽、王敬博、田瑞、包建

强、栗锦昱 

（三）第二组（21人） 

王兴芬、周忠强、齐莹、何冲、李源清、甄芸、刘梅兰、陈晓红、

尚斌、刘炳辉、马竹君、魏琳、孙立群、贾霞、朱瑜章、庆振轩、

李孟霏、郭晓瑜、陈许、李博、吕浩喆 

（四）第三组（22人） 

多洛肯、杜志强、焦福维、豆红桥、刘晨雨、徐佳慧、吴娱、张

兵、王维、赵鲲、宋运娜、胡旭东、尚琦琛、马培洁、吴浩军、张

海楠、张世明、王晨曦、谢楠、臧玥、王万鹏、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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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名录 

庆振轩 兰州大学 教授 

魏宏远 兰州大学 教授 

侯冬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张兵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李天保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王兴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杜志强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多洛肯 西北民族大学 教授 

韩高年 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 

高原 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 

马智全 兰州城市学院 教授 

隆滟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王万鹏 兰州文理学院 教授 

魏琳 兰州理工大学 教授 

汪聚应 天水师范学院 教授 

霍志军 天水师范学院 教授 

朱瑜章 河西学院 教授 

刘梅兰 河西学院 教授 

吴浩军 河西学院 教授 

马悦宁 陇东学院 教授 

吴  娱 陇东学院 教授 

蒲向明 陇南师范学院 教授 

连振波 甘肃中医药大学 教授 

范卫平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教授 

陈晓红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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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边思羽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甄芸 西北民族大学 副教授 

马培洁 西北民族大学 副教授 

宋运娜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包建强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刘洁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朱赟斌 兰州交通大学 副教授 

马得瑜 兰州文理学院 副教授 

尚斌 兰州理工大学 副教授 

白玉婕 兰州财经大学 副教授 

赵  鲲 天水师范学院 副教授 

刘炳辉 河西学院 副教授 

豆红桥 河西学院 副教授 

孙立群 陇东学院 副教授 

安奇贤 陇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焦福维 陇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李富强 甘肃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 

张海楠 甘肃开放大学 副教授 

田有余 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 

周忠强 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 

郭晓瑜 兰州财经大学 讲师 

张世明 陇南师范学院 讲师 

李孟霏 甘肃中医药大学 讲师 

王敬博 甘肃中医药大学 讲师 

董颖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馆员 

李博 兰州大学 博士研究生 

胡旭东 兰州大学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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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慧 兰州大学 博士研究生 

田瑞 兰州大学 博士研究生 

苏杨文静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齐莹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何冲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张凯亮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李源清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马竹君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陈许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王维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栗锦昱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刘振乾 兰州大学 硕士研究生 

尚琦琛 兰州大学 硕士研究生 

黄柏林 兰州大学 硕士研究生 

吕浩喆 湖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王晨曦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连捷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张亚楠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贾霞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刘晨雨 河西学院 硕士研究生 

谢楠 河西学院 硕士研究生 

臧玥 河西学院 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