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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简介

陈鸿，1996年本科毕业于福建师大中文系，师从马重奇教授研习音韵学，获硕士学位（1999年）和博士学位（2005年）。2005.9到

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陈伟武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方向为出土文献语言研究。

2007.8，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21.9到北京大学访学，师从杨荣祥教授，方向为出土文献词汇、语法研究。2004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聘为“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院“三创”中心主任。福建省首批语言文字专家。全国演讲与口才协会常务理事，

《演讲与口才》杂志特聘专家，福建省演讲与口才协会特聘专家。中国音韵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福建省语言学会会员，福建省辞

书学会常务理事。主编《演讲朗诵指导手册——中小学学科素养配套用书》《普通话训练与测试指导用书》，任《大学》杂志学术委员会

委员。

主讲《古代汉语》《汉字源流》《汉语与中国文化》《口才学》《教师口语》《演讲与口才》等本科课程，主讲《战国文字研究》

《语言学》接力等硕士研究生课程。

二、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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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持、参与的科研项目

主持教育部、博士后基金、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福建省社科重点项目等10余项社科项目。参与国家社科项目、海峡西岸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等10余项社科项目。

1.主持2020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服务国家治理的闽台语情对比研究”（2020年12月- 2023年12月）。

2.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出土秦系文献之秦语研究”（2006年）。

3.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秦系出土文献用语研究”（2006年）。

4.主持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福建省闽方言传承现状研究与保护对策研究》（2014年）。

5.主持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博士文库项目《秦系文献语言研究》”（2014年）。

6.主持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秦晋文献语言研究”（2008年）。

7.主持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福建省志·社会科学志》之《写作学研究》（2009年）。

8.主持福建省教育厅高校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古今文字通释》校证”（2012年）。

9.主持福建省教育厅A类项目“福建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研究（福清库)”。

10.主持福建省教育厅A类项目“五代诗人用韵研究”（2002年）。

11.主持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南曲谱》用字研究”（1997年）。

12.参与国家社科项目“闽台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2002年）。

13.参与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海峡西岸濒危语言学文献及资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

14.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 担任《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第七卷主编，编写内容22万余字，中华书局

2018年12月出版。古文字学会长吴振武教授指出：“《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体现了战国资料与前言融于一体，……成为出土文献研究

领域重要的工具书之一。”

15.参与福建省语委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福建语言文字政策研究”。

16.参与福建省教育厅A类项目“福建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研究（罗源库)”、（平潭库)”。

17.编写《福建省志·社会科学志》（1992-2005）第九章《语言与文字学研究》第五节，663-677页，撰写18000字，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4年 12 月。（该书为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

18.参与编写《汉字演变文化源流》（上下册），撰写2万字，主编：傅永和、李玲璞、向光忠，广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

19.担任《普通话训练与测试指导用书》副主编，撰写2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20.担任《演讲朗诵指导手册——中小学学科素养配套用书》主编，福建科技出版社，2020年。

（二）代表性成果、获奖情况

主要从事音韵学、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两岸语情研究。在《古汉语研究》《福建论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发表专业论文近30

篇。

获得福建省社科三等奖（2次）、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福建师大文学院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福建师范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对象、“福建省语言学会”论文三等奖（2次）、“福州市语言文字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战国文字谐声现象研究”系列论文

（1）《从战国文字的谐声看战国语言的声类》，中国中文学科一级学会“中国音韵学会”会议论文集《中国音韵学》，2008年3月。

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9年）。

（2）《战国形声字之异体与战国古音研究》，《闽江学院学报》2005年12月。

（3）《谐声与上古音断代研究》（2005年10月发表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专辑）.

（4）《从战国文字的谐声看战国语言的阳声韵》（2006年1月发表于《康乐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编）.

（5）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文字谐声系统与古音研究》，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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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系列论文

（1）《出土秦系文献人名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7月。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青年佳作奖（2016年）。

（2）《出土秦系文献奴隶称谓语研究》，《福州大学学报》，2014年1月。

（3）《传世秦汉文献所见秦方言动词辑证》，《龙岩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8月。

（4）《出土秦系文献社会称谓语缩略现象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3月。

（5）《出土秦系文献吉祥语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1月。

（6）《出土秦系文献亲属称谓语研究》，《闽江学院学报》2010年11月。

3.两岸语情研究系列论文

（1）《闽方言传承现状与保护对策研究之一：闽南方言》，《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2）《一带一路语境下增强两岸文化认同：以台湾大学生共同语词汇特点研究为切入点》，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

《“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与文化研究——庆祝马重奇教授七秩华诞论文集》，担任该论文集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

（3）《两岸小学教科书识字教学与教学方法比较研究》，收入于李宇明主编的《两岸语言文字调查与语文生活》，商务印书馆，2017

年1月。

（4）论文《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动宾式新增词认识隐喻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三、主要教学成果

（1）主讲《古代汉语》（上）获得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排名第二），及课程思政名师。（2021年）；

（2）参与的“闽派特色中文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福建省第十届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2020年，排名6）。

（3）负责的“ ‘新文科+OBE理念’背景下的社会实践类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获得福建师范大学本科教改立项（2021年）；

（4）负责的《古代汉语》获省级精品在线课程（2018年）。

（5）负责的《古代汉语》获省级线下一流本科课程（2019.12）。

（6）负责的《古代汉语》，获评福建省线上一流本科课程(2020.12月)。

（7）负责的“演讲与口才——经典诵写讲社会实践”获评省级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2020.11）。

（8）负责的“《古代汉语》（上）”获福建师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0.7）。

（9）负责的“《古代汉语》（上）”获福建师大网络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0.11）。

（10）主讲的《汉字源流》（排名3）获省级线下一流本科课程（2020.12）。

（11）主讲的《汉语与中国文化》（排名3）获省级线下一流本科课程（2019年12月）。

（12）主持的教改工程项目《古代汉语》获省级精品课程立项（2014年）； 

四、其他

（1）负责的“闽宁对口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能在线示范培训”团队，获得福建省事业单位脱贫攻坚专项奖励集体嘉奖

（2021年）。

（2）获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届道德模范（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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