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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奚，男，汉族，祖籍山西太谷，1953年10月31日生于北京。哲学博士，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思想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 

  1、中国古代哲学（以先秦哲学为主要方向） 

  2、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化 

主要业务经历： 

  1978年考入兰州大学哲学系。 

  1982年毕业留系任教，主讲中国哲学史。 

  1988年任讲师。 

  1989年在职获武汉大学中国哲学硕士学位。 

  1992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哲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95年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 

  1996年任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8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1999年被选拔为首都师范大学首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996年入选北京市教委拔尖创新创新人才计划 

开设过的主要课程： 

  1、中国哲学史 

  2、老子哲学 

  3、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 

  4、先秦哲学经典著作选读 

  5、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主要学术兼职： 

  1、《中国哲学史》杂志编委、副主编 

  2、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 

  3、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代表著作： 

  《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出版，（“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

书”第五辑） 

  该著作曾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哲学类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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