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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或方向 

中国历史（古代与近现代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儒学研究、军事思想研究、昆曲研

究。 

工作简历 

陈学凯，男，1954年10月，汉族，陕西西安周至人。  

1978年10月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史专业学习，1982年7月毕业，获历史学学士。1985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

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班，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5年7月至1998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1998年10月调入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任教至今。 

陈学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军事思想史、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著有《制胜韬略——孙子战争知行观论》一书，该书五次再版重印，学术影响巨大。还著有《正统论与革命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调节机制》、《中华历史名人——孙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等学术专

著，发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三十余篇，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二十年来主要从事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

研究，发表和完成论文近二十篇，在孔子思想和儒学研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汇集成《跬步探儒》一书，尚未出

版。 

陈学凯教授现为陕西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南冥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副会长，政协西安市第

十一、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学凯，男，1954年10月，汉族，陕西西安周至人。 

1978年10月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史专业学习，1982年7月毕业，获历史学学士。1985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

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班，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5年7月至1998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1998年10月调入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任教至今。 

陈学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军事思想史、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著有《制胜韬略——孙子战争知行观论》一书，该书五次再版重印，学术影响巨大。还著有《正统论与革命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调节机制》、《中华历史名人——孙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等学术专

著，发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三十余篇，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二十年来主要从事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

研究，发表和完成论文近二十篇，在孔子思想和儒学研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汇集成《跬步探儒》一书，尚未出

版。 



陈学凯教授现为陕西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南冥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副会长，政协西安市第

十一、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研项目 

学术及科研成果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制胜韬略——孙子战争知行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并五次再版重印 

《正统论与革命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调节机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孙子兵法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先秦两汉的天君同道观   《中国史研究》，1987年3期。 

中国特征的农业文化极其矛盾    《湘潭学报》1988年2期。 

易和秦汉思想的融合与流变     《中国哲学史》2005年4期。 

东西方军事思想差异之我见     《军事史林》1996年3期。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3期。 

新仁与旧礼——孔子思想与春秋社会   《儒学评论》第三期。 

孔子的“道”与“仁”辨析       《儒学评论》第五期。 

昆曲与中国的雅文化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3期。        

从文化学视角看昆曲的传承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2期。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6877928 

    Email:

    联系地址： 

    个人主页：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邮编：710049  
版权所有：西安交通大学 站点建设与维护：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