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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列霞青年副研究员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海外）”

2022 年 12 月，阿列霞青年副研究员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海外）”创新人才。

一、中心大事记 3. 中心研究人员多次接受媒体专访

（1）2023 年 2 月 23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报道蒋玉斌研究员的甲骨文考释成果。

（2）2023 年 4 月 28 日，《解放周末》09 版发表《这一刻，你就是这个字在今世的知音——专

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

（3）2023年 5月9日，山东卫视《五洲四海山东人》人物纪录片栏目发布蒋玉斌研究员专访视频：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蒋玉斌：“一字千金”释甲骨。

缀合信息库主页

2. 中心“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正式发布

2023 年 2 月 21 日，为推进甲骨学更快更

好地发展，在学界的支持和帮助下，复旦大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缀玉联珠”甲骨

缀合信息库（简称“缀玉联珠”，网址：http://

www.fdgwz.org.cn/zhuihelab/home）依托复旦大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正式发布。缀

合信息库一经发布，便获得新华网、央广国际

在线、团中央微信号、《中国日报》《中国青

年报》《中国教育报》等 30 余家媒体报道。

新闻报道

《解放周末》2023 年 4 月 28 日 09 版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山东卫视《五洲四海山东人》

4. 中心青年团队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2023 年 5 月，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的 2022 年度上海市青

年五四奖章评选工作公布了获奖名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青年团队获“上海市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中心团队是全校六个获奖团队中唯一的文科团队。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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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心举办“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建设情况专题调研及青年学者座谈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下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建设情况专题调研及青年学者座谈

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30 楼思源报告厅举行。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

长田立新、财务司预算处处长魏秦歌、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二级巡视员王丹卉、语言文字信息管理

司规划协调处干部徐黎明一行五人来到复旦大学就“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相关工作开

展调研并举行青年学者座谈会。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文科科研处处长顾东辉，财务与国资处处

长余青等有关领导，校外资深专家，青年学者代表，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以及中心青年学者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校党委书记裘新

和常务副校长许征会见了郭鹏司长、田立新司长一行。

2023 年 5 月 27 日，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古文字工程专家

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等一行还看望了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古

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顾问裘锡圭教授，听取他对古文字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复旦大学陈志敏副校长、

顾东辉处长、余青处长、刘钊主任陪同看望。

合影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致欢迎词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汇报
复旦大学“古文字工程”建设情况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二级巡视员王丹卉主持
青年学者座谈会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禤健聪发言

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袁金平发言

会场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讲话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顾东辉
主持古文字工程建设情况专题调研会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宁镇疆发言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范常喜发言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程浩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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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文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教授李守奎点评

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讲话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致谢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点评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讲话

两司司长看望裘锡圭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发言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发言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蒋文
发言

武汉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点评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
发言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官
发言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朱凤瀚点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松长点评

6. 中国文字博物馆魏文萃副馆长等一行来中

心访问

2023 年 6 月 28 日，中国文字博物馆魏文萃

副馆长等一行来中心访问，洽谈合作事宜。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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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武汉大学文学院强基班师生来中心访问

2023 年 7 月 4 日，武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强基班师生来中心访问。

8. 中心教师团队入选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023 年 8 月，教育部公布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入选名单，中心

教师团队成功入选。中心教师团队是复旦大学第三个入选团队，也是复旦大学首个入选的文科团队。

9. 中心举办《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审稿会

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7 日，中心举办《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审稿会。

刘钊教授介绍中心情况 张富海研究员作题为
《上古音知识在古文字释读中的应用》的讲座

张传官研究员作题为《古文字数字化资源与利用》
的讲座

刘钊教授赠送中心编《日就月将——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录》

合影

中心教师团队合影

会议海报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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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心获复旦大学“钟扬式”科研团队称号

2023 年 9 月，中心被评为 2023 年度复旦大学十佳教师团队，并被授予“钟扬式”科研团队称号。

11. 复旦大学裘新书记莅临中心看望刘钊教授

2023 年 9 月 8 日，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莅临中心看望第三批“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刘钊教授。

荣誉证书

裘新书记翻阅《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合影

12. 张富海副教授晋升为研究员

2023 年 9 月，张富海副教授获批晋升为研究员（自 2022 年 12 月起任职）。

13. 张传官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

2023 年 9 月，张传官副研究员获批晋升为研究员（自 2022 年 12 月起任职）。

14. 蒋玉斌研究员入选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

2023年 11月，蒋玉斌研究员入选2023年度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原“东方学者”）。

15.“古文字微刊”获复旦大学 2023 年度“望道新传媒奖 •年度最具影响力新媒体奖”

2023 年 12 月 8 日下午，复旦大学 2022、2023 年度“望道新传媒奖”校园网络文化作品暨新媒体

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邯郸校区光华楼举行，中心官方公众号“古文字微刊”获“2023 年度最具影响

力新媒体奖”。

16. 中心主办“古文字青年学者协同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古文字青年学者论坛”

2023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中心主办的“古文字青年学者协同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古

文字青年学者论坛”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领导、复旦大学领

导以及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共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宣读论文四十余篇。

荣誉证书 奖杯

开幕式：刘宏副司长致辞

开幕式：陈志敏副校长致辞

开幕式：吴振武教授致辞

开幕式：刘钊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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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讨论：朱凤瀚教授发言 圆桌讨论：冯胜君教授发言

圆桌讨论：陈松长教授发言 论坛第一场：边田钢先生宣读论文《试论声符替换
的创新音变推力——以东汉谐声构形演变中的字形、

语音互动为例》

圆桌讨论：曹锦炎教授发言 论坛第一场：周波研究员主持

圆桌讨论：吴振武教授发言
论坛第一场：高中正先生宣读论文《论“同义替换”》

圆桌讨论：黄天树教授发言 论坛第一场：刘钊教授主持

圆桌讨论：李运富教授发言 论坛第一场：陈英杰先生宣读论文《谈一种特殊的构
字法——义训构字法》

圆桌讨论：王素研究馆员发言 论坛第一场：白军鹏先生宣读论文
《据出土文献试校传世文献一例》

圆桌讨论：陈伟武教授发言
论坛第一场：刘思亮先生宣读论文

《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山海经〉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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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第二场：梁静女士宣读论文
《禹迹在天——关于出土禹类数术文献的一点思考》

论坛第一场：马晓稳先生宣读论文《〈说文〉“漢”
字古文的文字学解释及经学史意义》

论坛第二场：王伟先生宣读论文
《〈秦封泥集存〉释文补正（三十则）》

论坛第二场：吴振武教授主持

论坛第二场：苗利娟女士宣读论文
《雍梁故城新出土的陶量》

论坛第一场：王森先生宣读论文
《关于古文字学电子化的一些思考》

论坛第二场：赵岩先生宣读论文
《面向秦简词典编纂的秦简词汇研究》

论坛第二场：孔品屏女士宣读论文
《再释“咸陵园相”——兼谈抑陶用印》

论坛第二场：鲁家亮先生宣读论文
《里耶秦简牍 9-2287 所见文书再读》

论坛第一场：莫伯峰先生宣读论文
《古文字考释原理浅议》

论坛第二场：禤健聪先生宣读论文《上博简〈慎子曰
恭俭〉“恭以为体，容莫偏焉”疏释及题旨补论》

论坛第二场：陈剑教授主持

论坛第二场：王辉先生宣读论文
《帛书〈要〉篇“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试诂》

论坛第一场：杨建忠先生宣读论文
《由战国楚简看〈说文解字〉形义分合的类型》

论坛第三场：曹锦炎教授主持论坛第二场：何有祖先生宣读论文
《说秦汉简所见“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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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第三场：蒋玉斌研究员主持

论坛第三场：李发先生宣读论文
《说甲骨文中的“奏”——附释“ ”》

论坛第三场：葛亮先生宣读论文
《古文字“史”与商代小铙》

论坛第三场：张昂女士宣读论文《说“辛”“新”“薪”》

论坛第三场：方稚松先生宣读论文《由甲骨文中“率
伐”再谈甲骨金文中“率”之含义》

论坛第三场：王子杨先生宣读论文
《甲骨文所谓的“燮”及相关诸字的释读》

论坛第三场：何景成先生宣读论文
《试释邵家棚遗址出土青铜觥盖铭的“垂”字》

论坛第三场：张惟捷先生宣读论文
《谈谈两组师小字卜辞的释读问题》

论坛第四场：朱凤瀚教授主持

论坛第四场：胡嘉麟先生宣读论文
《上海博物馆藏亢鼎札记》

论坛第四场：严志斌先生宣读论文《说康宫》

论坛第四场：田炜先生宣读论文《“黃耇”新解》

论坛第四场：广濑薰雄研究员主持

论坛第四场：鞠焕文先生宣读论文《也谈格姬簋铭》

论坛第四场：程浩先生宣读论文
《伯有父剑与楚国封君》

论坛第四场：熊长云先生宣读论文
《秦度量衡诏书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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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第五场：王挺斌先生宣读论文
《北大秦简释读小识》

论坛第四场：徐渊先生宣读论文《“对扬”新说》

论坛第六场：陈松长教授主持论坛第五场：陈民镇先生宣读论文
《清华简〈五音图〉论略》

论坛第五场：张新俊先生宣读论文
《简、帛〈五行〉对读一例》

论坛第五场：冯胜君教授主持

论坛第六场：洪帅先生宣读论文
《悬泉汉简中的异体字研究》

论坛第五场：刘洪涛先生宣读论文
《郭店楚简〈缁衣〉“民情不饰”及相关问题》

论坛第五场：马晓稳先生代王凯博先生宣读论文
《秦汉竹书语词札记（二则）》

论坛第五场：陈伟武教授主持

论坛第六场：邬可晶副研究员主持论坛第五场：蒋鲁敬先生宣读论文
《纪南城周边新出战国楚简文字构形浅析》

论坛第五场：周忠兵先生宣读论文
《说〈大夫食礼记〉“馈”字异体》

论坛第五场：蔡一峰先生宣读论文
《古国名“邾”“邹”考辨》

论坛第六场：李洪财先生宣读论文
《金关汉简〈许常书信木牍〉性质蠡测》

论坛第五场：石小力先生宣读论文《楚玺文字零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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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第六场：单育辰先生宣读论文
《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竹简字词札记》

闭幕式：刘钊教授主持

论坛第六场：孙刚先生宣读论文《齐“羽工”玺小考》

论坛第六场：孙闻博先生宣读论文
《〈功令〉与西汉早期官吏选任》

闭幕式：朱凤瀚教授作会议总结

论坛第六场：袁开惠女士宣读论文
《谈谈〈天回医简〉中的药物“卒饴”及相关病方》

合影

17. 中心入选复旦大学“2023 年度科研考核优秀单位”

2023年 12月 31日，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公布了“2023年度科研考核优秀单位”名单，中心入选。

这是中心连续第三个年度入选复旦大学科研考核优秀单位。

通告及名单

二、中心新进人员介绍

VOLKOVA OLESIA（阿列霞），俄罗斯籍，1981 年 7

月出生。2003 年 6月获得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国立大

学（现改名为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专业专家学位（相当于本硕连读）。

2007 年 5 月获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市雅罗斯拉夫智者国立大

学（Yaroslav-the-Wise Novgorod State University）文化历史发

展理论专业副博士学位（相当于中国博士学位）。2015 年

9 月进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

位，导师为刘钊教授，2019 年 6 月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

年 10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文学与语言交际学院（School of Philology a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东方语言教研室任职，先后担任高级讲师、副教授。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8 月，

担任东方语言教研室主任。2023 年 3 月，进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工作，现任青年

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文字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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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讲座

1. 黄益飞副研究员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4 月 24 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益飞副研究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

题为《从西周金文看周穆王的礼制改革》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二十余人参

加了讲座。

3. 曹锦炎教授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5 月 23 日晚，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曹锦炎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

为《越王剑鉴赏》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三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2. 黄锡全教授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5 月 22 日下午，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黄锡全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

为《青铜器自名文字试释数则》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二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4. 王华宝教授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6 月 16 日上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华宝先生在光华楼

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史记〉古写本异文校勘研究平议》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

复旦师生三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黄益飞副研究员作讲座

黄锡全教授作讲座

曹锦炎教授作讲座

王华宝教授作讲座

合影

合影

合影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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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 6 月 27 日晚，故宫博物院熊长云副研究馆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楚

国衡制中的四分之一》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三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8. 夏含夷教授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10 月 29 日下午，美国芝加哥大学顾立雅早期中国讲席教授夏含夷先生在光华楼西主楼

2001 室作了题为“从《〈周易〉的编纂》到《〈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简论夏含夷《周易》

研究的起源与演变”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四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5. 郜同麟副研究员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6 月 25 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郜同麟副研究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

为《用文献学的方法切入中古道教文献研究》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张小艳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三十

余人参加了讲座。

7. 任攀青年副研究员为中心学生作讲座

2023 年 10 月 14 日上午，任攀青年副研究

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古文字数

字化资源利用》的讲座。中心学生二十余人参

加了讲座

6. 熊长云副研究馆员来中心作讲座

（1）2023 年 6 月 26 日晚，故宫博物院熊长云副研究馆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战

国量器及其进制原理》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三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讲座海报

熊长云副研究馆员作讲座 合影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郜同麟副研究员作讲座

熊长云副研究馆员作讲座
颁发讲座证书

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

合影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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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冠云研究员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11 月 1 日上午，捷克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台湾中心主任黄冠云研究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重读〈赤鸠之集汤之屋〉》的讲座。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二十余

人参加了讲座。

11. 刘海宇教授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11 月 28 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刘海宇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

《日本印人园田湖城旧藏中国金石资料的调查与研究》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

生三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12. 伏俊琏教授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12 月 3 日下午，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伏俊琏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写

本整体性问题漫谈：以睡虎地秦简和敦煌写本为例》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张小艳教授主持，复旦师

生二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10. 李零教授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11 月 13 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先生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我

与上博简》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熊长云及中心十几位教师参

加了讲座。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李零教授作讲座 伏俊琏教授作讲座

颁发讲座证书 颁发讲座证书

讲座现场 颁发讲座证书

合影 合影

合影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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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蒋鲁敬馆员来中心作讲座

2023 年 12 月 6 日晚，荆州博物馆考古部蒋鲁敬馆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纪南城

周边新出战国楚简研究三题》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三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讲座海报

四、课题项目

1. 刘钊教授“传承中华基因——一百二十年

来甲骨文研究论文精选及提要”项目结项

2023 年 3 月，刘钊教授负责的“古文字与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传承中华

基因——一百二十年来甲骨文研究论文精选及

提要”（项目编号：YWZ-J012）以优秀等级通

过验收，结项证书号：2022005。

2. 周波研究员“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文

本整理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结项

2023 年 5 月，周波研究员负责的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张家山汉简《二年

律令》文本整理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批准

号：18FZS029）经审核顺利结项，结项证书号：

F20230284。

3. 中心九项课题获“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立项

2023 年 5 月，中心九项课题获“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立项。

（1）新增科研类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G3906 汉语上古音构拟——以古文字为中心 张富海

2 G3907 中国上古巫史与神话传说的流传 刘娇

3 G3908 东周金文所见职官整理与研究 周波

4 G3917 新莽封泥整理与研究 石继承

5 G3919 新刊商周秦汉金文疑难字词研究 谢明文

6 G3922 出土文献及传世典籍《诗经》异文数据库建设及上古
音的分期分域研究 叶玉英

7 G3931 诗书语词考：以近出出土文献为中心 蒋文

（2）新增普及类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G1901 古文字系列教材中阶版 刘钊

2 G1911 《日就月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录》 刘钊

4. 中心编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入选

2023 年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

扶持资金支持项目

2023 年 8 月 9 日，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

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 2023 年上海市促进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支持项目（第一

批）名单，由中心团队编著的《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教程》入选成果资助类（第一批）新闻出

版项目。
书影

结项证书

结项证书

颁发讲座证书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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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文副研究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立项

2023 年 9 月，蒋文副研究员“出土文献所见汉人用《诗》研究”课题获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立项（批准号：23BYY009）。

6. 蒋玉斌研究员获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导计划立项

2023 年 10 月，蒋玉斌研究员“人机协同的甲骨分类缀合研究”课题获 2023 年复旦大学人文社

科先导计划（国家重大人文社科先导项目类）立项。

7. 谢明文副研究员获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立项

2023年10月，谢明文副研究员“商代金文研究”课题获2023年度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立项。

8. 蒋文副研究员入选上海市“曙光计划”

2023 年 11 月，蒋文副研究员“从出土文献看两汉魏晋引《诗》用《诗》”课题入选上海市 2023

年度“曙光计划”。

9. 中心与中西书局联合申报《出土文献里的中国》获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

术通俗读物项目立项

2023 年 12 月，中心与中西书局联合申报的《出土文献里的中国》获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

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立项。

10. 张小艳教授、蒋玉斌研究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2023 年 12 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中心两项课题获批立项，分别为张小

艳教授主持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通假资料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批准号：23&ZD312）和蒋玉斌

研究员主持的“人机协同的甲骨分类缀合研究”（批准号：23&ZD309）。

1. 裘锡圭教授著《老子今研》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2023年2月，由中国出版协会举办的“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名单揭晓。裘锡圭教授著《老

子今研》获图书提名奖。

3. 中心四项成果获“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

书”奖

中心四项成果分别获得 2020、2021、2022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奖。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奖项

刘钊主编；
郑健飞、李
霜洁、程少

轩协编

《马王堆汉
墓简帛文字

全编》
中华书局

全国古籍出
版社百佳图
书（2020 年）

一等奖

汪少华、王
华宝教授主

编
《俞樾全

集》 凤凰出版社
全国古籍出
版社百佳图
书（2021 年）

一等奖

裘锡圭著 《老子今
研》 中西书局

全国古籍出
版社百佳图
书（2021 年）

二等奖

谢明文著 《商代金文
研究》 中西书局

全国古籍出
版社百佳图
书（2022 年）

二等奖

4. 中心博士后欧佳论文获 2023 年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

2023 年 6月，中心博士后欧佳所撰论文《繁

华致饰：说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中的

“挍”及相关问题》获 2023 年中国训诂学研究

会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

5. 周波研究员著《战国铭文分域研究》获第

二十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青年成果奖

2023 年 10 月，周波研究员著《战国铭文分

域研究》获第二十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青

年成果奖。

6. 中心五项成果获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2023 年 10 月 14 日，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公布。中心裘锡

圭教授、刘钊教授、汪少华教授、周波研究员

成果获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谢明文副研究员

获学术新锐奖，详情如下：

申报者 成果名称 奖项

裘锡圭 《琱生三器铭文新解》 论文类一等奖

刘钊 《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
全编》 著作类一等奖

汪少华 《俞樾全集》 著作类二等奖

周波 《楚地出土文献与〈说
文〉合证（三题）》 论文类二等奖

谢明文 《说耑及相关诸字》《商
周文字论集》等 学术新锐奖

五、获奖成果及其他奖励

获奖证书

获奖证书

获奖证书

2. 汪少华教授主编《俞樾全集》获江苏省第

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23 年 3 月，汪少华教授与东南大学王华

宝教授主编的《俞樾全集》获江苏省第十七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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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证书

7. 广濑薰雄研究员、张传官研究员著作获第

二十五届（2022 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

图书奖

2023 年 11 月，第二十五届（2022 年度）华

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评奖会在扬州举行。广濑

薰雄研究员主译《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三卷）——

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之研究》（与近藤晴香合

译）、张传官研究员著《〈急就篇〉新证》获

第二十五届（2022 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

书奖一等奖。

8. 谢明文副研究员论文获第五届上海市优秀

青年语言学者论文二等奖

2023年 11月，谢明文副研究员所撰论文《谈

“宝”论“富”》获第五届上海市优秀青年语

言学者论文二等奖。

9. 张小艳教授参与主编《敦煌文献语言大词

典》获浙江省第二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

2023 年 12 月，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复旦

大学张小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郜同麟副研究员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

获浙江省第二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获奖证书

荣誉证书

荣誉证书

10. 周波研究员著《战国铭文分域研究》获第四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

2023 年 12 月，周波研究员著《战国铭文分域研究》获第四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二等奖。

六、出版著作

1. 叶玉英教授著《出土文献与汉语史研究论

集》出版

2022 年 10 月，叶玉英教授著《出土文献与

汉语史研究论集》由中西书局出版。本书系“古

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复旦大学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版计划成果之一。

2. 蒋文副研究员译《〈周易〉的起源及早期

演变》出版

2022 年 11 月，蒋文副研究员译《〈周易〉

的起源及早期演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影 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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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小艳教授参与主编《敦煌文献语言大词

典》出版

2022 年 12 月，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复旦

大学张小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郜同麟副研究员主编《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

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5. 张富海研究员著《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修

订版）》出版

2023 年 10 月，张富海研究员著《汉人所谓

古文之研究（修订版）》由中西书局出版。

4. 刘钊教授、李守奎教授主编《简牍学与出

土文献研究（第二辑）》出版

2023 年 6 月，复旦大学刘钊教授、清华大

学李守奎教授主编《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第

二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 蒋玉斌研究员著《殷商子卜辞合集》正式

发行

2023年，蒋玉斌研究员著《殷商子卜辞合集》

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发行。

书影

书影

书影

书影

七、外出讲学与学术交流

1. 蒋玉斌研究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3 月 7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邀在上

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作“兰台文博系

列讲座”（十六），题为《甲骨文字知多少》。

演讲内容后列入“超星名师讲坛”第 2039 期，

8月 8 日上线。

蒋玉斌研究员作讲座

2. 刘钊教授在常州市金坛图书馆作讲座

2023 年 3 月 24 日，刘钊教授应邀在常州市

金坛图书馆作讲座，题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

新估价》。

3. 周波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3 月 29 日，周波研究员应邀主讲复

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对话”，题为《汉

初吕后时期太后、皇后两宫官系统整理探研》。

4. 刘钊教授在澳门科技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3 月 31 日，刘钊教授应邀在澳门科

技大学作讲座，题为《中国古代的相马术》。

5. 蒋玉斌研究员在东北师范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4 月 19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邀在东

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讲“学术捭阖名家讲坛”

古文字专长班系列讲座第五场，题为《〈甲骨

文合集〉10405 号逐兕、出虹刻辞骨版的接续研

究》。

讲座海报

6. 蒋玉斌研究员在上海市嘉定博物馆作讲座

2023 年 5 月 3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邀在上

海市嘉定博物馆作“嘉博学堂讲座”，题为《甲

骨寻亲记——殷墟甲骨缀合的故事》。

蒋玉斌研究员作讲座

7. 蒋玉斌研究员在北京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5 月 12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邀在北

京大学中文系作“北京大学强基计划古文字学

系列讲座”，题为《甲骨文辞字体分类研究的

方法和学术意义》。

外出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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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海报

8. 蒋玉斌研究员在北京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5 月 13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邀在北

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作学术讲座，题为

《甲骨所见文辞及人工痕迹的分层次动态观察》，

本讲座系北大文研讲座第 294 场。

蒋玉斌研究员作讲座

9. 蒋玉斌研究员在首都师范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5 月 27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邀在首

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作学术讲座，题为

《从甲骨文出虹的记载谈到卜辞记月的属性》。

讲座海报

10. 陈剑教授为吉林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5 月 28 日，陈剑教授应邀主讲“古

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吉林大学协同

攻关平台系列讲座第七场（线上），题为《“彖”

与相关诸字考释的新看法与反思》。

陈剑教授作讲座

11. 刘钊教授在贵阳孔学堂作讲座

2023 年 6 月 3 日，刘钊教授应邀在贵阳孔

学堂明伦堂明德厅，主讲孔学堂“语言文字专题”

讲座第一讲，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漫

谈》。

刘钊教授作讲座

讲座现场

12. 张小艳教授在四川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6 月 13 日，张小艳教授应邀在四川

大学俗文化研究所作讲座，题为《敦煌文献字

词考释方法示例》。

讲座海报

13. 蒋玉斌研究员在上海市虹口区作讲座

2023 年 7 月 16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邀在上

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作

“‘典籍里的中国’大师讲堂”讲座，题为《甲

骨文的“十万个为什么”——商周甲骨文知识

趣谈》。本讲座系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第 11 届虹口区青少年阅读节系列活动之一。

蒋玉斌研究员作讲座

14. 蒋玉斌研究员在北京 798CUBE 作讲座

2023 年 8 月 5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邀在北

京798CUBE作讲座，题为《甲骨文解密之旅——

谈谈甲骨文考释》。讲座系配合 798 文化科技与

汉仪股份主办之“白洞：甲骨文的奥秘与当代

表意”展览的“白洞公众项目”之一。

讲座海报

15. 广濑薰雄研究员在政治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8 月 15 日，广濑薰雄研究员应邀在

政治大学中文系主讲“深波学术讲座”出土文

献与经典导读（二十），题为《谈天回医简〈脉

书 •上经〉的诊脉法》。

讲座海报

16. 施谢捷教授为“西泠印社社员研修班”

作讲座

2023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2023 年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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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印社社员研修班”在杭州临平举办。施谢捷

教授应邀为西泠印社社员作讲座，题为《汉印

文字漫谈》。

施谢捷教授作讲座

17. 施谢捷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9 月 24 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

典文献专业“养新”讲坛之癸卯年己字号暨古

典文献专业设立 40 周年学术讲座举行，施谢捷

教授应邀作讲座，题为《古代玺印漫谈》。

施谢捷教授作讲座

18. 刘钊教授、陈剑教授为“第六届中国简

帛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讲课

2023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2 日，“第六届

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在湖北荆

州文物保护中心举办。刘钊教授、陈剑教授应

邀讲课，分别讲授《甲骨文与金文书法》《〈说

文解字〉导读——以古文字研究者的视角》系

列课程。

19. 邬可晶副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10 月 13 日，邬可晶副研究员应邀

主讲“古典学：中国与世界”系列讲座第二季

第一讲，题为《文献的时代与故事的演变：出

土〈书〉类文献对于中国古典学重建的意义和

局限》。

讲座海报

20. 刘钊教授在国家图书馆作讲座

2023 年 10 月 14 日，刘钊教授应邀在国家

图书馆古籍馆为“汉字与文明大讲堂”作讲座，

题为《中国古代的相马术》。

讲座海报

21. 刘钊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10 月 20 日，刘钊教授应邀在北京

语言大学主讲“文献语言学系列讲座”第110讲，

题为《〈尚书 •洪范〉篇新解》。

讲座海报

22. 汪少华教授在浙江师范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10 月 26 日，汪少华教授应邀在浙

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作讲座，题为《〈俞樾全集〉

整理经验谈》。

汪少华教授作讲座

23. 汪少华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10 月 31 日，汪少华教授应邀在广

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作讲座，题为《训诂方法与

实践》。

汪少华教授作讲座

24. 刘钊教授为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作讲座

2023 年 11 月 1 日，刘钊教授应邀主讲北京

石油化工学院“清源书院人文素养大讲堂”第

三十五讲（线上），题为《出土文献研究漫谈》。

讲座现场

25. 陈剑教授为中医药“冷门绝学”继承型

人才学术能力提升培训班讲课

2023 年 11 月 6 日、8 日，陈剑教授应邀在

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中医药“冷门绝学”继承型

人才学术能力提升培训班（第四期）讲授题为《出

土简帛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杂谈》的 4次课程。

课程海报

26. 汪少华教授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语

言学前沿”课程讲课

2023 年 11 月 10 日，汪少华教授应邀为中

国传媒大学博士生“语言学前沿”课程讲授《训

诂与考古材料利用》（线上）。

课程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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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邬可晶副研究员为浙江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11 月 10 日，邬可晶副研究员应邀

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作“汉字史系列讲

座”（线上），题为《古文字释说二则》。

讲座海报

28. 蒋玉斌研究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作讲座

（1）2023 年 12 月 1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

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作“馆藏文物研究的议题

与方法系列讲座”，题为《藏品文章，大有可

为——馆藏甲骨文物研究的议题与方法》。

讲座海报

（2）2023 年 12 月 1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

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国博讲堂‘古文字与

中华文明’系列讲座”第八讲，题为《从国博

一版甲骨看甲骨学的新进展》。

讲座海报

29. 周波研究员在吉林大学作讲座

2023年 12月 1日，周波研究员应邀主讲“古

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吉林大学协同

攻关平台系列讲座第八场，题为《谈谈秦汉简

帛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讲座海报

30. 陈剑教授为河北大学作讲座

2023 年 12 月 13 日，陈剑教授应邀为河北

大学文学院作讲座（线上），题为《〈说苑〉的“约

镇”与相关金文合证》。

讲座海报

学术交流

1. 汪少华教授参加“第二届俞樾文化学术研

讨会”

2022 年 12 月 24 日，杭州市临平区和复旦

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俞樾文化学术研讨会”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杭州市临平区、

复旦大学同步举行。汪少华教授线上参加会议，

并宣读论文《俞樾书信收件人考证》。

汪少华教授宣读论文

2. 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史学

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第六届会员大会暨新

时代生物学史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国科学技术

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主办，山西大学科

学技术史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中

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第六届

会员大会暨新时代生物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线

上举行。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会议，并宣读论

文《再论古代文献中的“貘”与大熊猫古称相

关问题》。

3. 刘钊教授参加“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会议

2023 年 3 月 15 日，“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

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刘

钊教授参加会议。

4. 刘钊教授、汪少华教授参加“中国训诂学

研究会会长办公会暨江苏宏德段玉裁研究中

心筹建推进会”

2023 年 3 月 24 日至 26 日，“中国训诂学

研究会会长办公会暨江苏宏德段玉裁研究中心

筹建推进会”在江苏金坛举行。刘钊教授、汪

少华教授分别作为研究会副会长和秘书长出席

会议。

会议现场

5. 张小艳教授参加“吐鲁番学的回顾与展望

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3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国敦煌吐鲁

番学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

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吐鲁番学的回顾与展望学

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举行。张小艳

教授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吐鲁番出土文献

字词考释》。

6. 施谢捷教授参加“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

研究流变与未来发展方向”专题研讨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西泠印社建设以来印

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宁

波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施谢捷教授参加会议，

并作主旨发言。

施谢捷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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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钊教授参加河北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文字异形’理论构建与战国文字分

域分期及考释研究”开题论证会

2023 年 4 月 17 日，河北大学文学院张振谦

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字异形’

理论构建与战国文字分域分期及考释研究”开

题论证会在河北大学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

并对开题报告进行了评议。

8. 刘钊教授参加“中国语言文字与海洋文明

高端论坛”

2023 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厦门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主办的“中国语言文字与海洋文明

高端论坛”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出

土文献与商周至两汉汉语上古音演变史研究”

开题论证会在厦门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中国

语言文字与海洋文明高端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9. 蒋文副研究员参加 The Future of China's 

Past

2023 年 5 月 3 日至 5 日，芝加哥大学东亚

语言与文明系主办的 The Future of China's Past 在

香港举行。蒋文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宣读论

文《经营天地：伏羲女娲执规矩图新研》。

10. 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第二届丝绸之路

艺术史长三角青年论坛”

2023 年 5 月 12 日至 14 日，丝绸之路艺术

史长三角青年联盟与江南大学共同主办的“第

二届丝绸之路艺术史长三角青年论坛”在江苏

无锡举行。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会议，并宣读

论文《含利颬颬：汉晋瑞兽“舍利”应名“含利”

考——兼谈世俗艺术中的含利形象》。

11. 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中国文字博物馆

发展研讨会”

2023 年 5 月 13 日，中国文字博物馆主办的

“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展研讨会”在河南安阳举行。

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会议。

12. 陈剑教授参加“2023 年‘5·18 国际博

物馆日’安徽省主会场暨阜阳市博物馆新馆

开馆活动”

2023 年 5 月 16 日，陈剑教授参加“2023 年

‘5.18 国际博物馆日’安徽省主会场暨阜阳市博

物馆新馆开馆活动”，出席“馆校合作”授牌

仪式并商讨有关合作细节。

13.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第二届古文字与出

土文献青年学者西湖论坛”

2023 年 5 月 26 至 27 日，中国美术学院主

办的“第二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西湖

论坛”在杭州举行。周波研究员、谢明文副研

究员分别提交论文《马王堆帛书〈去谷食气〉〈导

引图〉拼缀及相关文字补说》《谈“咎”论“夗”——

附说 { }》。石继承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担任

第四场报告主持人，宣读论文《战国玺印文字

释读二则》。

14. 刘钊教授参加“《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

2023 年 5 月 27 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上海世纪出版园举

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言。

15. 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 2022 年“曙光计划”

项目资助仪式暨学术交流研讨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主办的 2022 年“曙光计划”项目资助仪式暨学

术交流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举行。

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会议。

16. 汪少华教授、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中

国训诂学研究会 2023 年学术年会”

2023 年 6 月 9 日至 11 日，中国训诂学研究

会主办，梧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梧州学院

西江流域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 2023 年学术年会”在广西梧州举行。

汪少华教授、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会议，分别

宣读论文《俞樾书信收件人“稷臣”考》《繁

华致饰：说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中的

“挍”及相关问题》。汪少华教授主持大会闭幕式、

“2023 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青年优秀成果奖”

颁奖仪式、理事会会议。

合影

17. 施谢捷教授参加“《中国篆刻》杂志学

术座谈会暨庆祝西泠印社建社一百二十年”

论坛

2023年 6月 26日，中国美术学院主办，《中

国篆刻》杂志、书法学院承办，西泠印社协办

的“《中国篆刻》杂志学术座谈会暨庆祝西泠

印社建社一百二十年”论坛在中国美术学院南

山校区举行。施谢捷教授参加会议，并在有关“目

前印学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和“《中国篆刻》

杂志的栏目设置与选题规划”两大议题的学术

座谈上发言。

施谢捷教授发言

18. 张小艳教授参加“国家‘十四五’重大

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高端论

坛暨赵振铎教授、向熹教授 95 华诞学术思

想研讨会”

2023 年 7 月 8 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院主办的“国家‘十四五’重大学术和文化工

程《汉语大字典》修订高端论坛暨赵振铎教授、

向熹教授 95 华诞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四川大学

举行。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并担任小组报告主

持人，宣读论文《〈汉语大字典〉（第二版）

疑难字考释》。

合影

19.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第三届汉语字词关

系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7 月 19 日至 22 日，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古籍整

理研究学刊》编辑部、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

中心和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郑州大

学）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

三届汉语字词关系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

刘钊教授、周波研究员、张传官研究员、阿列

霞青年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宣读论文《说

“库”》《中山王器铭文研究（四题）》《〈悬

泉汉简（叁）〉新见一枚典籍简初探》《中国

古文字与古埃及古文字中王与纪时关系的比较

研究》。邬可晶副研究员提交论文《释甲骨文

里的“摈”之初文》。刘钊教授致开幕辞，周

波研究员、张传官研究员分别担任学术报告第 3

场、第 5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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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20. 张小艳教授参加“近代汉字学前沿国际

论坛暨《近代汉字学》审稿会”

2023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举办的“近代汉字学前沿国际论坛暨《近

代汉字学》审稿会”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张

小艳教授参加会议，并宣读自己撰写的第七章

《近代汉字的研究方法》初稿，听取各位审稿

专家与其他撰稿学者的宝贵意见。

21. 陈剑教授参加“《里耶秦简［肆］》读

简审稿会”

2023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3 日，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主办的“《里耶秦简［肆］》读简

审稿会”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铜官窑基地

举行，陈剑教授参加会议。

会议现场

22. 刘钊教授参加“第二届简牍学与出土文

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8 月 4 日至 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西北师范大

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

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和西北师范大学简牍

研究院联合主办，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简牍研

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

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刘钊教授

参加会议，受聘为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并致

辞，宣读论文《关于“辔”字形体演变的分析》。

西北师范大学王占仁校长向刘钊教授颁发特聘教授
聘书

刘钊教授为《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
第一辑、第二辑揭幕

合影

23.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中国青州古文字与

古代文明”论坛

2023 年 8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国文字学会、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共青州

市委、青州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州市博物馆、

山东九宫阁齐国文字博物馆承办的“中国青州

古文字与古代文明”论坛在青州举行。施谢捷

教授、谢明文副研究员、石继承副研究员参加

会议。施谢捷教授担任第一场主持人，谢明文

副研究员宣读论文《试说殷墟甲骨文中“商”

的一种用法》，石继承副研究员宣读论文《齐

陶文札记三则》。

24. 张小艳教授参加“传承与创新：中国敦

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

2023 年 8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国敦煌吐鲁

番学会、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和西北师范大

学共同主办，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协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

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的“传承与创新：中国

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兰州大学举行。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并宣

读论文《敦煌碑铭赞字词校考》。

25. 广濑薰雄研究员参加“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8 月 17 日至 18 日，台湾“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

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广濑薰雄研究员参加

会议，并宣读论文《论天回医简〈脉书·上经〉

的色脉参合法》。

26. 刘钊教授参加“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暨 2023 年年中工作推进会”

2023 年 8 月 20 日，古文字工程秘书处主办

的“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暨 2023

年年中工作推进会”在吉林长春举行。刘钊教

授参加会议，并作工作汇报。

27. 张小艳教授参加“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23 日，中国敦煌吐鲁

番学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

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吐鲁番市人

民政府主办，吐鲁番市文物局、吐鲁番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

市文博院（博物馆）、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

心承办的“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吐鲁番市博物馆举行。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

并宣读论文《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

词语选释》。

28. 周波研究员参加第十三届“出土文献与

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法律史学

会法律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东政法大

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甲、金、简牍法制史料汇纂通考及数据

库建设”项目组承办的第十三届“出土文献与

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

周波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说张家山

336号汉墓竹简〈功令〉的“西宫詹事”“詹事”》。

29. 谢明文副研究员、蒋文副研究员参加“出

土文献与历史研究的新进展”暨第 10 届出

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

2023 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出土文献与

历史研究的新进展”暨第 10 届出土文献青年学

者论坛在北京举行。谢明文副研究员、蒋文副

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宣读论文《〈诗经〉与

金文合证零札》《战国家臣“庶子”及其朝臣

化转向》。谢明文副研究员担任第五组报告主

持人。

30. 汪少华教授参加临平俞樾纪念馆开馆仪

式、俞樾文化座谈会

2023 年 8 月 28 日，中共杭州市临平区委员

会与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政府主办、复旦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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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的临平俞樾纪念馆开馆仪式、俞樾文化

座谈会在杭州临平举行。汪少华教授出席，并

被聘为临平俞樾研究中心顾问。

开馆仪式合影

聘任仪式合影

汪少华教授（右）与俞樾后人俞昌实夫妇合影

31.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早期写本与《老子》

新研”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9 月 16 至 17 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主办的“早期写本与《老子》新研”学术研讨

会在复旦大学举行。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会议，

并宣读论文《据出土本说〈老子〉第四十一章“大

方无隅”等句》。

32. 张传官研究员、蒋文副研究员参加“古

文字学强基计划高端论坛（2023）”

2023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吉林大学考古

学院古文字学系、吉林大学中国古文字研究中

心主办的“古文字学强基计划高端论坛（2023）”

在长春举行。张传官研究员、蒋文副研究员参

加会议。

合影

33.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大连市甲骨文研究

与应用中心成立暨甲骨文研究高端论坛”

2023 年 9 月 23 日，大连市社科联和辽宁师

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大连市甲骨文研究与应用

中心成立暨甲骨文研究高端论坛”在大连举行，

刘钊教授、陈剑教授、蒋玉斌研究员参加会议。

合影

刘钊教授参加会议

陈剑教授参加会议

蒋玉斌研究员参加会议

34. 广濑薰雄研究员参加“湖南大学岳麓书

院及《中医药文化》杂志第十七届学术工作

坊‘简帛·术数·方技：穿越千年的对话’”

2023 年 10 月 14 日至 15 日，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湖南大学简帛文献与书法艺术研究中心、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

创新平台、《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上海中医

药大学教育部新文科改革与实践项目团队、上

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大学骨干教师教学共同体

中医古籍阅读科教融合团队、国家社科重大项

目“出土先秦两汉医药文献与文物综合研究”

课题组主办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及《中医药

文化》杂志第十七届学术工作坊‘简帛·术数·方

技：穿越千年的对话’”在长沙举行。广濑薰

雄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读天回医简〈脉

书·上经〉札记（六则）》。

合影

35. 张传官研究员参加“作者与编者——古

文字学著作生成研讨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山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中山大

学饶宗颐研究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联合主办的“作者

与编者——古文字学著作生成研讨会”在中山

大学举行。张传官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宣读报

告《学术团队的合作著述——介绍〈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教程〉的编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

帛集成〉的修订》。

张传官研究员在会场

36.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首届“古文字与中华

文明”国际学术论坛

2023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清华大学主办，

古文字工程秘书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

保护中心承办的首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国

际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裘锡圭教授提交

主旨报告《涵义与“马那”类似的“精”这个

词在殷墟卜辞和西周较早青铜器铭文中已经出

现》。刘钊教授、阿列霞青年副研究员、任攀

青年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宣读论文《〈尚

书·洪范〉篇名新解》《中国商朝文字与古埃

及第一王朝文字中祭祀仪式与军事并用纪年的

比较研究》《楚国史记名“梼杌”考》。刘钊

教授担任第二场主旨报告会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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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钊教授宣读论文

阿列霞青年副研究员宣读论文

任攀青年副研究员宣读论文

37. 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字理相通，文明

交融”国际学术会议

2023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同济大学（国

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主办，同济大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承办的“字理相通，文明交融”国

际学术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

会议，并宣读论文《郴州苏仙桥晋简所见野生

动物丛考》。

38. 施谢捷教授参加“纪念陈介祺诞辰 210

周年——2023 潍坊陈介祺金石文化周暨陈介

祺学术思想与金石文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3年10月21日至27日，潍坊市人民政府、

西泠印社、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山东印社主办

的“纪念陈介祺诞辰 210 周年——2023 潍坊陈

介祺金石文化周暨陈介祺学术思想与金石文字

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潍坊举行。施谢

捷教授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说几枚战国时

期特别的两面印》。

39. 刘钊教授参加“文献语言学校外学术委

员会议”

2023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北京语言大学

举行“文献语言学校外学术委员会议”，刘钊

教授参加会议。

40. 陈剑教授、周波研究员参加“中国简帛

学国际论坛 2023·新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文

献研究”

2023 年 10 月 24 日 至 25 日， 武 汉 大 学

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

2023·新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文献研究”在武汉举

行。陈剑教授、周波研究员参加会议并担任小

组报告主持人，分别宣读论文《据天回简“篼”

形补说“兜”字源流》《说张家山 336 号汉墓竹

简〈功令〉的“西宫詹事”“詹事”》。

41. 刘钊教授参加“第二届甲骨文考释优秀

成果评审会议”

2023 年 10 月 26 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和中国文字博物馆举办“第二届甲骨

文考释优秀成果评审会议”。刘钊教授作为评

审专家参加会议。

42. 张小艳教授参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

互鉴”工作坊

2023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互鉴”工作坊

在上海举行。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并宣读论

文《敦煌数术文献字词辑考》。

43. 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第五届全国画学

文献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承办的“第五届全国画学文献学术研

讨会”在陕西西安举行。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

会议，并宣读论文《“大唐皇帝皇后供养”经

幢构件供养人图像考》。

44. 张小艳教授参加“第三届汉语史研究的

材料、方法与学术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南京大学文学

院与汉语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汉语史研究

的材料、方法与学术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南京大学举行。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并宣读

论文《说“放钝”与“退顐”》。

45. 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考古新发现与周

代国家形态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

2023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北京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

研究中心主办的“考古新发现与周代国家形态

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在北京大学举行。谢明

文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书钟铭文

柬释》。

46. 任攀青年副研究员、中心博士后欧佳参

加“简牍与秦汉文明——尹湾汉墓简牍发现

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博物院、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西北师范

大学简牍研究院、长沙简牍博物馆、连云港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物局）承办的“简牍

与秦汉文明——尹湾汉墓简牍发现三十周年学

术研讨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任攀青年副研

究员、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会议，分别宣读论

文《汉简名物词“尊火尊”与礼书所载灼龟器

具互证》《捕求与利用：里耶秦简牍“羽赋”

相关问题研究拾遗》。

任攀青年副研究员宣读论文

中心博士后欧佳宣读论文

47. 张小艳教授参加“中国辞书学会第十四

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2023年11月3日至6日，中国辞书学会主办，

河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辞书学会第十四届

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河北正定举行。

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敦煌文

献语言大词典〉创新探索》的主题发言。

张小艳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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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岳麓书院藏秦简国

际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日，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

同攻关创新平台、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

长沙简牍博物馆主办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陈剑教授、广濑薰

雄研究员、周波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宣读论

文《秦简“阘牒”志疑》《论田律中所见的“𥂰

酒”、“醯酒”、“醘酒”》《岳麓书院藏秦简（柒）

研读》。广濑薰雄研究员担任小组报告主持人。

合影

49. 张传官研究员参加“2023 年第十五届民

间历史文献论坛”

2023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厦门大学历史

与文化遗产学院、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

中心主办的“2023 年第十五届民间历史文献论

坛”在厦门举行。张传官研究员参加会议，并

宣读论文《秦汉人名之为史料——以出土文献

为中心》。

张传官研究员宣读论文

50. 陈剑教授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简帛学大辞典》评稿定稿会”

2023 年 11 月 12 日，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吉

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简帛学大辞典》评稿定稿会”在湖

南长沙举行。陈剑教授参加会议。

陈剑教授发言

51. 汪少华教授参加“江苏宏德段玉裁研究

中心”成立大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江苏宏德段玉裁研

究中心”在江苏金坛举行成立大会，汪少华教

授出席，作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秘书长致辞，

并被聘为中心学术委员。

汪少华教授致辞

52. 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 2023 年第二届“隋

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3年 11月 15日至 17日，中国唐史学会、

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专委会主办的2023年第

二届“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扬

州举行。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隋

唐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小花如大花之数”新诠》。

53. 汪少华教授参加“江西语言学名家高端

论坛”

2023 年 11 月 17 日至 20 日，南昌大学人文

学院主办，南昌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科、南昌大

学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国家语言文

字推广基地（南昌大学）承办的“江西语言学

名家高端论坛”在南昌大学举行。汪少华教授

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俞樾全集〉整理经

验谈》。

汪少华教授宣读论文

54. 周波研究员参加“弘扬大师精神传承语

言文化”第二十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颁

奖仪式

11 月 18日，“弘扬大师精神传承语言文化”

第二十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颁奖仪式在广

西玉林举行。周波研究员参加会议，并作了题

为《汉字学的价值》的大会发言。

周波研究员发言

55.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 2023 年“古文字与

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北京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

究所联合举办的 2023 年“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陈剑教授、蒋玉

斌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员、邬可晶副研究员

参加会议，分别宣读论文《殷墟甲骨文“从㿝

从𠬞”之字重议》《殷墟花东卜辞若干字词考辨》

《说寽》《清华简〈别卦〉札记》。邬可晶副

研究员担任第二场报告主持人。

合影

陈剑教授宣读论文

蒋玉斌研究员宣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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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日之形》《说师 簋“恤厥 ”——兼论

西周金文中的“卿事”》。谢明文副研究员担

任小组讨论主持人。

中心参会研究人员合影

64. 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上海理论社科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暨上海

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

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上海理论社科界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暨上海市第

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在上

海衡山花园酒店举行。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会

议。

谢明文副研究员宣读论文

邬可晶副研究员宣读论文

56. 广濑薰雄研究员参加“第五届简帛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简帛研究》创刊三十周年

座谈会”

2023 年 11 月 2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

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

学院古代史所秦汉史研究室、“古文字与中华

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主办的

“第五届简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简帛研究》

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在桂林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举行。广濑薰雄研究员线上参加会议，

并宣读论文《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张雄等

不以征逮为意不承用诏书案”竹简文书试析》。

57. 中心博士后欧佳参加“美术史再出发：

第十七届中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

2023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央美术学院

人文学院主办的“美术史再出发：第十七届中

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在北京举行。中心

博士后欧佳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帝后与众

生的供养：“大唐皇帝皇后供养”经幢构件供

养人图像组合研究》。

58. 刘钊教授、周波研究员参加“纪念李学

勤先生 90 诞辰学术座谈会”

2023 年 12 月 9 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举办的“纪念李学勤先生 90 诞辰学

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刘钊教授、周波研究

员参加会议。刘钊教授作主旨发言。

59. 陈剑教授为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

2023 年度第 2 回大会”作演讲

2023年 12月 9日，陈剑教授应邀为日本“中

国出土资料学会2023年度第2回大会”作演讲（线

上），题为《“帅禹之绪”还是“帅禹之堵”？——

相关问题之会通》。

60. 刘钊教授参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 （拾叁）》成果发布会”

2023 年 12 月 10 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拾叁）》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刘

钊教授参加会议。

会议现场

61. 张小艳教授参加“《写本学研究》编委

会议暨第四届写本学论坛”

2023 年 12 月 16 日，西华师范大学社科处

主办，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及西华师范大学写

本研究中心承办的“《写本学研究》编委会议

暨第四届写本学论坛”在四川南充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举行。张小艳教授线上参加会议，

并宣读论文《敦煌文献异形词例释》。

62. 刘钊教授参加浙江农林大学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民间文书异体字大

字典》编纂”开题论证会

2023 年 12 月 22 日，浙江农林大学文法

学院储小旵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宋元以来民间文书异体字大字典》编纂”

开题论证会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刘钊教授参

加会议，并对开题报告进行了评议。

63.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华夏语言文字文明

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暨《民族语文》第

十六届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2 月 22 日至 23 日，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民族语文》杂志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

华夏语言文字文明研究中心承办，“古文字与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都师范大学协同攻

关创新平台协办的“华夏语言文字文明研究中

心首届学术研讨会暨《民族语文》第十六届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张富海研究员、蒋玉

斌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宣

读论文《上古汉语的 CL->L- 音变》《试说甲骨

八、学生培养

1. 中心博士研究生李雨萌赴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作校际交换生

2023 年 5 月，中心 2021 级博士研究生李雨萌入选复旦大学校际港澳台交换项目，于 2023 年秋季

学期赴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交流学习。

考察与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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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心师生赴上海博物馆开展学术考察

（1）2023 年 6 月 26 日，中心师生参观上

海博物馆“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

展”及“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

上海博物馆古籍部主任陈才先生带领师生参观

并对“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

作了讲解。

（2）2023 年 9 月 19 日，中心学生参观上

海博物馆“与时偕行：金石传拓技艺”展。上

海博物馆李孔融先生带领学生参观并作了讲解。

讲解现场

合影

合影

3. 中心 2021 级硕博士研究生赴多地完成暑

期考察学习

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中心组织

2021 级硕博士研究生一行 16 人先后奔赴安阳、

郑州、西安、武汉、长沙四省五地进行暑期考

察实践学习。本次考察旨在通过实地考察重要

的考古遗址发掘地与各大博物馆中的出土文物，

学习更多相关的考古知识，同时加深同学们对

古文字资料的理解和认识。本次考察活动中，

中心学生与同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

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的首都师范大学甲骨

文研究中心的师生在安阳、郑州两地组成了联

合考察团体。本次联合考察活动加强了两校协

同平台间的联系与互动，使两校的研究生能够

深入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同时，此次

活动也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

开展以来，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的高校间首次实

现的两校师生联合团体暑期考察实践。

联合考察团师生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合影

联合考察团师生在殷墟王陵遗址合影

联合考察团师生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合影

联合考察团师生在河南博物院合影

联合考察团师生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合影

中心考察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合影

阴玲玲副馆长为中心考察团介绍博物馆基本展陈

张懋镕教授为中心考察团讲解青铜器展品

张懋镕教授、阴玲玲副馆长与中心考察团在大唐西市
博物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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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鄂权馆长与中心考察团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合影

4. 中心博士研究生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访学

2023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3 日，在“古文

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

台及中心的支持下，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杨

熠、高强，2020 级博士研究生聂菲、邓博方、

黄博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访问学习。五位

博士研究生利用本次访学机会，调查、阅读了

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图书资料，浏览、

访问了史语所藏金石拓本、敦煌写卷等线上珍

稀资源，并验看了甲骨、汉简等考古实物，学

习了丰富的知识，掌握了充分的资料，为之后

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五位博士生还参与

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与相关学术机构、高校

师生密切交流，相互讨论，增长见闻，开拓视野，

圆满完成了访学前制定的计划与目标。

中心访学学生与史语所颜世铉先生合影

张晓云馆长为中心考察团介绍湖北省博物馆

张晓云馆长与中心考察团在湖北省博物馆合影

中心考察团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研究生交流

中心考察团在武汉大学合影

中心考察团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合影

喻燕姣研究员为中心考察团作讲座

喻燕姣研究员与中心考察团在湖南博物院合影

李鄂权馆长为中心考察团讲解长沙简牍博物馆展品

毕业与迎新

1. 中心 2023 届博士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

2023 年 5 月 23 日上午，中心 2023 届博士研

究生答辩会在中心资料室举行，博士研究生郑

健飞、张昂参加答辩。

郑健飞的博士论文题目为《马王堆帛书缀

合研究》，导师为刘钊教授。答辩委员会由湖

南博物院喻燕姣研究员、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

究中心黄锡全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中心施谢捷教授、陈剑教授、广濑薰雄

研究员、蒋玉斌研究员、周波研究员组成。喻

燕姣研究员担任答辩主席，李聪博士担任答辩

秘书。

张昂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何类甲骨研究》，

导师为刘钊教授。答辩委员会由郑州大学汉字

文明研究中心黄锡全教授、湖南博物院喻燕姣

研究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施谢捷教授、陈剑教授、广濑薰雄研究员、蒋

玉斌研究员、周波研究员组成。黄锡全教授担

任答辩主席，李聪博士担任答辩秘书。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

通过，建议授予郑健飞、张昂博士学位。

合影

2. 中心 2023 届硕士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

2023 年 5 月 24 日，中心 2023 届硕士研究生

答辩会在中心资料室举行，硕士研究生张婷、

吴秋珏、卢林鑫、林喆、应金琦、许佳莹、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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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婕参加答辩。

张婷的硕士论文题目为《马王堆帛书〈阴

阳五行〉甲篇校释及相关问题研究》，导师为

陈剑教授、程少轩教授。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

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蒋文副研究员、

周波研究员、石继承副研究员组成。蒋文副研

究员担任答辩主席，李聪博士担任答辩秘书。

吴秋珏的硕士论文题目为《简帛〈五行〉

校注及相关问题研究》，导师为周波研究员。

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石继承副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员、蒋文

副研究员组成。石继承副研究员担任答辩主席，

段陶博士担任答辩秘书。

卢林鑫的硕士论文题目为《战国秦汉时期

辟谷及导引行气相关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

导师为周波研究员。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张传官研究员、广濑

薰雄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员组成。张传官研

究员担任答辩主席，段陶博士担任答辩秘书。

林喆的硕士论文题目为《五一广场东汉简

牍分类与研究》，导师为广濑薰雄研究员。答

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张富海研究员、张小艳教授、石继承副研究

员组成。张富海研究员担任答辩主席，李聪博

士担任答辩秘书。

应金琦的硕士论文题目为《西周金文所见

周代语音信息考察》，导师为邬可晶副研究员。

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谢明文副研究员、张富海研究员、石继承

副研究员组成。谢明文副研究员担任答辩主席，

段陶博士担任答辩秘书。

许佳莹的硕士论文题目为《出土先秦秦汉

文献疑难譬语汇释》，导师为邬可晶副研究员。

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汪少华教授、张富海研究员、张传官研究

员组成。汪少华教授担任答辩主席，段陶博士

担任答辩秘书。

杨晓婕的硕士论文题目为《俞樾的〈诗经〉

校勘、训诂研究》，导师为汪少华教授。答辩

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张小艳教授、张传官研究员、蒋文副研究员组成。

张小艳教授担任答辩主席，李聪博士担任答辩

秘书。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

通过，建议授予张婷、吴秋珏、卢林鑫、林喆、

应金琦、许佳莹、杨晓婕硕士学位。

合影

3. 中心举行 2023 级新生见面会

2023 年 9 月 5 日下午，中心在光华楼西主

楼 2701 室举行了 2023 级硕博士新生见面会。中

心主任刘钊教授向全体新生详细介绍了中心的

各方面情况、当前古文字学科的发展形势和古

文字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并在日常学习、生活

等方面对同学们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刘钊

教授对同学们表示关心和鼓励，并勉励大家努

力学习，在新的阶段取得新的成绩。

见面会现场

会议与活动

1. 中心博士研究生张昂为上海中医药大学作

讲座

2023 年 5 月 27 日，中心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应邀为上海中医药大学作讲座（线上），题为《殷

墟甲骨文中与“马”相关的涉医卜辞》。

张昂作学术讲座

2. 中心硕士研究生肖海华参加“第一届《春

秋》学学术会议暨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成

立大会”

2023年 6月 24日至 25日，“第一届《春秋》

学学术会议暨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在上海市杨浦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云通楼举行。

中心 2021 级硕士研究生肖海华参加会议，并宣

读论文《〈春秋谷梁经传解释〉唐人撰作说重申》。

3. 中心教师指导古文字强基班本科生获首届

中国人民大学“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

术征文大赛一等奖

2023 年 8月，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树人杯”

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由中心陈剑教授、蒋文副研究员共同指导的复

旦大学中文系 2020 级古文字强基班彭若枫的论

文《据海昏侯孔子衣镜铭重思“博学而笃志”

之义》获一等奖。彭若枫现已通过转段考核，

将于 2024 年进入中心攻读硕士学位。

4. 中心硕士研究生陈琦参加“第十届汉语言

文字学高级研讨班青年学者论坛”

2023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24 日，北京师范

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十届汉语言文字学高

级研讨班”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中心 2021 级

硕士研究生陈琦参加文字组分论坛，并宣读论

文《“异”“戴”补说》。

会议现场

5. 中心博士研究生李雨萌、硕士研究生肖海

华参加“饶宗颐与中华文化传承——第四期

饶学研修班”

2023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广州市增城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

广州市饶宗颐学术艺术馆和“古文字与中华文

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联合主办

的“饶宗颐与中华文化传承——第四期饶学研

修班”在广州举行。中心 2021 级博士研究生李

雨萌、2021 级硕士研究生肖海华入选并参加研

修活动。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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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2）2023 年 10 月 31 日，中心 2019 级博士

研究生杨熠在政治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殷墟

出土改制背甲新研》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为

政治大学中文系深波学术系列讲座之一，由中

文系林宏明教授主持。

讲座海报

合影

8. 中心博士研究生参加“第八届全国语言学

核心期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论坛”

2023 年 11 月 18 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主办的“第八届全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主编与

青年学者对话论坛”在杭州举行。中心 2020 级

博士研究生李京昊、2021级博士研究生童可瑜、

2022 级博士研究生康博文参加论坛，分别宣读

论文《“风轮”词义辨析》《唐代文献词语辨

误四题》《〈常何墓碑〉释词十一则》。

6. 中心博士研究生聂菲、郭乐琳参加北京大

学“古汉语词汇语义研究”国际青年学者论

坛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 日，北京大学中国语

言文学系主办的“古汉语词汇语义研究”国际

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心 2020 级博士研

究生聂菲、2021级博士研究生郭乐琳参加论坛，

分别宣读论文《文牍套语中的方位词语考辨》《从

出土和传世文献看上古汉语中的“奠”和“定”》。

聂菲宣读论文

郭乐琳宣读论文

7. 中心博士研究生杨熠赴台访学期间作讲座

（1）2023 年 10 月 26 日，中心 2019 级博士

研究生杨熠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大楼

七楼 701 会议室，作了题为《“考古资料数位典

藏资料库”在史语所藏甲骨整理中的重要作用

与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的专题演讲。此次演

讲由史语所颜世铉先生主持。

演讲海报

9. 中心硕士研究生汪祖康、博士研究生李雨

萌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术论

坛——第二届三代考古与先秦史青年学子论

坛”会议并获论文优秀奖

2023 年 11 月 1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学术论坛——第二届三代考古与先秦史青年学

子论坛会议”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举行。中心 2021 级硕士研究生汪祖康、2021 级

博士研究生李雨萌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据

安大简说〈论语〉“见善如不及”章》，汪祖

康作报告。该文在会议中获得论文优秀奖。

荣誉证书

10. 中心博士研究生理凌云参加“国际手稿

学研讨会（2023）”

2023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上海交通大学人

文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国

际手稿学研讨会（2023）”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中心 2022 级博士研究生理凌云参加会议，宣读

论文《上海图书馆藏淩廷堪〈校礼堂初稿〉考略》。

11. 中心硕士研究生刘泳妍参加“第四届早

期中国经典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北京师范大学

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早

期中国经典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校区召开。中心 2022 级硕士研究生刘

泳妍线上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出土文献与

传世典籍新诠二则》。

12. 中心硕士研究生陈琦、肖海华参加“华

夏语言文字文明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暨

《民族语文》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2 月 22 日至 23 日，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民族语文》杂志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

华夏语言文字文明研究中心承办，“古文字与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都师范大学协同攻

关创新平台协办的“华夏语言文字文明研究中

心首届学术研讨会暨《民族语文》第十六届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心 2021 级硕士研究

生陈琦、肖海华参加会议，分别宣读论文《清

华简读札三则》《〈上博（五）•姑成家父〉札

记四则》。

陈琦宣读论文

肖海华宣读论文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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