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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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文儒、金少英等知名简牍学者相继在此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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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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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

学简牍学科被甘肃省教育厅列入甘肃省省属高校国家一流学科突破工程

“4+1”重点建设学科。

以简牍研究院的成立为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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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海内外合作，做好简牍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提升西

北师范大学简牍学科发展水平，完成简牍学一流学科建设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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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讨会议程

■2024年 9月 4日——会议报到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全天

会议报到

12:00-13:30 午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二楼中餐厅

18:30-19:30 晚餐（自助） 丝路怡苑大酒店东一楼自助餐厅

■2024年 9月 5日上午——开幕式·《悬泉汉简（肆）》首发式·主旨发言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上

午

07:00-08:30 早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东一楼自助餐厅

08:30-09:00
研讨会

开幕式

主持人 田 澍（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院长、教授）

东

二

楼

多

功

能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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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白 坚（甘肃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

王彦群（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

金秉骏（韩国木简学会会长、首尔大学教授）

朱建军（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09:00-09:10
《悬泉汉

简（肆）》

首发仪式

主持人 田 澍（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院长、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贾宁、甘肃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白坚、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德芳、甘肃简牍博物馆

馆长朱建军、中西书局总经理秦志华为《悬泉汉简（肆）》首

发揭幕。（张德芳、秦志华介绍图书内容和编纂过程）

09:10-09:30 合影 全体与会人员

09:30-12:00
（每人 15分

钟）

大会主

旨发言

主持人 张继刚（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东

二

楼

多

功

能

发言人

张德芳：悬泉汉简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王子今：敦煌悬泉置简文记录的风灾

王彦辉：秦汉县廷佐、史的供职方式与身份流变

何双全：悬泉置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陈松长：本世纪以来湖南简牍的发现与研究

韩高年：戍边生活的生动书写——汉简私记六通校释译论

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的“敦煌”

李迎春：论“河西四郡”与“河西五郡”概念的嬗变

张 强：简牍学术资源数据库建设与简牍智能计算研

究进展

12:00-13:00 午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东一楼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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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 5日下午第一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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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5:10
（上半场）

第

一

组

主持人 朱赟斌 吴雪飞

东

二

楼

多

功

能

厅

高晓军：由清华简《皇门》《四告一》中的“ 士”看周

代的贤能政治

张 琦：里耶秦简题署考略

朱赟斌：论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文本性质的多元性

华迪威：再论随葬律令简的性质——兼谈其利用问题

张 岗：出土古纸所见汉代纸张制作技术的演变及其使

用问题

李 欣：新媒体时代简牍文化的“双创”传播路径初探

第

二

组

主持人 孙富磊 洪 帅

花

雨

厅
发言人

艾中帅：悬泉汉简中的邮人身份及相关问题

张继刚：悬泉简所见“邠部”探析

洪 帅：悬泉汉简校读札记

袁雅洁：论悬泉汉简中的传食簿籍

蔡金媛：敦煌悬泉置张帷考——由悬泉置接待龟兹王王

夫人的规格说起

高 泽：汉厨有关问题探讨——以新刊布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

韩 锐：悬泉置簿籍所见汉代民爵书写与授杖记录

第

三

组

主持人 孙占宇 庄小霞

综

合

厅

1
发言人

朱雨薇：汉代“上功劳”与基层官吏培育——以张家山

三三六号汉墓《功令》简为线索

李玥凝：行政运作视角下的吏卒死亡处理

庄小霞：何以御寒：简牍所见汉代西北边塞吏卒御寒措施

党艺璇：由居延汉简“辟火”看河西边塞的防火管理

赵宠亮：悬泉汉简所见官奴婢

邱文杰：汉简所见西域都护副职演变考——兼论西汉宣、

元之际的西域经营

孙 康：新莽史辨证三则——以西北汉简为例

第

四

组

主持人 罗小华 蔡副全

综

合

厅

2
发言人

林 岚：悬泉汉简释文合证

钟佩炘：《肩水金关汉简》释文校札

罗小华：西北汉简名物杂识

李洪财：金关汉简中书信木牍校释札记

吉 强：《悬泉汉简（叁）》释文订补

陈怡彬：《悬泉汉简（壹—叁）》散见方术简汇校

谢计康：居延出土帛书拾零

15:10-15:20 讨论

15:20-15: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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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

15:30-16:40
（下半场）

第

一

组

主持人 朱赟斌 吴雪飞

东

二

楼

多

功

能

厅

发言人

林晓文：秦及汉初平民的告发体系

吴雪飞：秦至汉初的运送物资之徭

熊 正：说乌程汉简中的“以格行”“以路次”——兼议

“路中大夫”的身份问题

刘亚涛：南越木简所见职官考释（六则）

符 奎：东汉临湘县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以五一

简为中心的探讨

杨 杉：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王祐书信》校注及研究

椎名一雄：唐代简牍使用情况来看东亚木简文化圈

第

二

组

主持人 孙富磊 洪 帅

花

雨

厅
发言人

肖从礼：悬泉汉简所载穬麦为皮大麦补证

孙富磊：悬泉汉简《过长罗侯费用簿》所见史实新探

张亚伟：悬泉汉简中物价的“时价”与“平贾”

王中宇：试论悬泉汉简所见的一条《囚律》简

孙晓丹：悬泉、居延简所见赦令减、免刑罚程序复原研究

柳 肃、梁 丽：悬泉置遗址的复原和保护利用研究

第

三

组

主持人 孙占宇 庄小霞

综

合

厅

1
发言人

梁文罗：论汉代守官的特殊形式——从悬泉汉简所见差

遣守官出发

孙 宁：汉代西北屯戍机构手工艺品的制作与销售

武普照：财政视角下的秦汉马政研究——以新出简牍为

中心

孙占宇：西汉边塞罪人劳役期问题再探

李世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诸国人名与汉名文化传播讨论

李娜齐：橐佗：两汉时期东西方物种交流、文化交融的

见证

周 亮、赵 彦：悬泉汉简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第

四

组

主持人 罗小华 蔡副全

综

合

厅

2
发言人

高佳莉：悬泉汉简所见田亩刻齿简性质考论——兼谈县

置的运行与管理

罗 晨：西北汉简券书形制新探

马雪琴：日时在检中与日时在齿中：两种汉简形制的对

比考察

蔡副全：楷书的萌芽与流变——以汉晋简牍、纸文书为中心

马贤亭：从倒薤笔法看简牍文字在隶变分期中的早晚—

—以岳麓秦简为考察中心

周晶晶：敦煌悬泉汉简草书的演进模式与状况

申宝涛：近百年来（1914-2024）西北汉简整理出版的回

顾与反思

16:40-16:50 讨论

16:50-17:0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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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 5日下午第二阶段——闭幕式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点

下午
17:00-17:40 闭幕式

主持人 李迎春（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教授）

东

二

楼

多

功

能

厅

第一小

组总结
符 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第二小

组总结
袁雅洁（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讲师）

第三小

组总结
赵宠亮（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第四小

组总结
李洪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学 术

总 结

张德芳（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研

究馆员）

闭 幕

致 辞
田 澍（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院长、教授）

17:40-20:00 晚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西二楼多功能厅

■2024年 9月 6日——学术调研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上午

06:30-08:00 早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东一楼自助餐厅

08:20-08:30 集合乘车 丝路怡苑大酒店门前

08:30-12:00 学术调研 悬泉置遗址或敦煌市博物馆

12:00-13:30 午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东一楼自助餐厅

下午
自行安排

18:30-20:00 晚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东一楼自助餐厅

■2024年 9月 7日——代表离会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全天 06:30-08:00 早餐 丝路怡苑大酒店东一楼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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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组讨论名单

第一组

召集人：符 奎

王子今 陈松长 高晓军 张 琦 朱赟斌 吴雪飞 林晓文 熊 正

刘亚涛 符 奎 椎名一雄 华迪威 张 岗 杨 杉 李 欣 朱兴飞

王玉芳

第二组

召集人：袁雅洁

张德芳 张继刚 蔡金媛 艾中帅 高 泽 洪 帅 袁雅洁 肖从礼

孙富磊 张亚伟 王中宇 孙晓丹 柳 肃 韩 锐 陈镱文 梁 丽

张 强

第三组

召集人：赵宠亮

王彦辉 韩高年 李迎春 党艺璇 朱雨薇 李玥凝 庄小霞 赵宠亮

邱文杰 孙 康 梁文罗 孙占宇 孙 宁 武普照 李世持 李娜齐

周 亮

第四组

召集人：李洪财

何双全 袁延胜 林 岚 钟佩炘 罗小华 李洪财 吉 强 陈怡彬 谢计康

高佳莉 罗 晨 马雪琴 蔡副全 马贤亭 周晶晶 申宝涛 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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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会代表名录

序号 参会代表 单位

专家学者（按单位所在地、单位和姓氏音序排列）

1 金秉骏（韩国） 韩国木简学会、韩国首尔大学

2 林晓文（中国澳门） 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

3 罗小华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4 高佳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5 朱雨薇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 李世持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7 孙晓丹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8 赵宠亮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9 张 岗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0 椎名一雄（日本）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1 柳 肃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2 梁 丽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3 陈松长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14 李洪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15 马贤亭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16 谢计康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17 杨 杉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18 钟佩炘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19 林 岚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20 王中宇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21 孙 康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2 李玥凝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23 陈怡彬 南京大学文学院

24 孙富磊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

25 邱文杰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26 华迪威 清华大学历史系

27 张 琦 清华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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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武普照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29 吴雪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30 秦志华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

31 罗 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32 熊 正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33 刘亚涛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34 张亚伟 武汉科技大学哲学系

35 陈镱文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36 王子今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37 李 欣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38 符 奎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9 袁延胜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40 庄小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41 何双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2 王广田 甘肃丝路邮驿（悬泉置）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3 周 亮 兰州财经大学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学院

44 韩高年 兰州城市学院

45 朱赟斌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

46 石明秀 敦煌市博物馆

47 易 龙 敦煌市文物局

48 武进文 敦煌市悬泉置遗址保护所

49 朱建军 甘肃简牍博物馆

50 蔡金媛 甘肃简牍博物馆

51 党艺璇 甘肃简牍博物馆

52 高 泽 甘肃简牍博物馆

53 吉 强 甘肃简牍博物馆

54 申宝涛 甘肃简牍博物馆

55 肖从礼 甘肃简牍博物馆

56 朱兴飞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57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58 张德芳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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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李迎春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60 张 强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61 孙 宁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62 孙占宇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63 魏振龙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64 袁雅洁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65 张继刚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6 艾中帅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7 高晓军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8 李娜齐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9 梁文罗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0 王 鹏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1 周晶晶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2 马雪琴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3 王玉芳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74 蔡副全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75 马玉蕻 西北师范大学期刊中心

76 韩 锐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7 洪 帅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单位领导

1 贾 宁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2 白 坚 甘肃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

3 王彦群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

4 王彦辉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

会务组人员

1 康智杰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

2 常 成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3 李 雪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办公室主任

4 李虎军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科研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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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馨提示

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莅临甘肃省敦煌市参加“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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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至少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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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提醒

敦煌地处中国西北内陆，气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日照强度大。据气象预报，

会议期间（9月 4—7日），敦煌市气温较为炎热，但昼夜温差较大，请参会代表适当增

减衣物，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可准备墨镜、遮阳帽、防晒霜、防晒衣、防晒袖套、太阳

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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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期间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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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行指南

会务组负责在敦煌莫高机场和敦煌火车站接送抵、离敦煌时间相对集中的与会代表。

对于抵、离时间较为分散的代表，请自行前往，乘车路线如下：

丝路怡苑大酒店距离敦煌莫高机场约 13公里，距离敦煌火车站约 11公里。敦煌莫

高机场到丝路怡苑大酒店有机场大巴直达（停靠站在丝路怡苑大酒店门口）。有航班降

落的时间，就有大巴，等待时间一般不长，票价 10元。从敦煌市区到机场的大巴每天

9:00、10:00、14:00、15:00发车，用时 20 分钟。从敦煌火车站到丝路怡苑大酒店间也

有大巴车，乘、降点在丝路怡苑大酒店对面，用时 20分钟。丝路怡苑大酒店至机场、

火车站间的出租车打表计价 30元以内。

异地办会，敬请各位代表谅解！

4.食宿服务

本次研讨会只承担正式参会代表在会议期间的餐饮，会议以外餐饮敬请自理。餐饮

安排从 9月 4日中餐开始，至 9月 7日早餐结束。

本次会议住宿费用自理，住宿时间为 9月 4—7日（3晚），请于 9月 7日中午 12:00

前办理退房手续，并到酒店前台开具报销票据。如需续住，请提前联系酒店办理。

5.自由活动指南

敦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演艺活动也较发达。目前正

值敦煌旅游旺季，请大家在会议之余，在敦煌市区活动时，一定注意交通和财产安全。

市区堵车严重，合理安排安排出行时间。

因会议主题所限，主办方不安排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敦

煌市内其他文化遗址、景点考察，如有特殊需要，敬请自行安排。

丝路怡苑大酒店至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有 3路公交车，营业时间到 23点。丝路怡

苑大酒店至莫高窟可乘坐市区至火车站的大巴车，也可乘坐出租车，打表计价 25元左

右。

大型演出：又见敦煌剧场 乐动敦煌剧场 敦煌盛典剧场

6.会务服务

会务工作负责人：常成，电话：13919279095

会场服务：王鹏，电话：18189592916

会议材料服务：袁雅洁，电话：1889370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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