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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杰文，1951年生于山东临淄，山东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为山东大学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山东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

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兼古代文学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等。曾为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山东大学校聘关键岗

位教授、山东大学青年学科带头人，山东大学跨世纪人才等。 

    主要从事先秦文献特别是先秦诸子文献及上古文化史的研究。近年来出版著作2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主持国家、省

部级等社科研究项目10数项。曾多次到日本、美国及台湾、澳门等地讲学、讲演、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 

 

Professor Zheng Jiewen 

Zheng Jiewen, born at Linzi of Shandong in 1951, the master of art of the Shandong University , the literat

ure Doctor of the Nanjing University, the high class visit scholar at Tokyo University of Japan. A key post 

professor, a doctoral student tutor, a leader on classical philology subject, and a leader of ancient liter

ature subject on pre-Qin and Han Dynasty direction for the Shandong University , enjoying the government sp

ecial subsidy that State Department distributes now . At the same time ,he assumes the chairman of the anci

ent literature research societ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data society , and the vice-chairman o

f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society , etc. He has ever been the leader for the youth academics and a across

ed century talented pers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 etc.

He is mainly be engaged in study on pre-Qin literature , especially on the research of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ir exponents during the pre-Qin times and ancient cultural history.In recent years,he has 

published 14 academic books particularly, and the other 5 books, announced more than 110 learned articles, 

presided more than 10 different class research items that approved by the Nationnl Planning Office of Phik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 ministry of education , province planning office of phikosophy and social scienc

e or the other departments. He has gone to grounds, such as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Macau e

tc. to speak to learn once or for many times, lectureed, visited or attended academic meetings.

 

(一)出版专著21种： 

1、中国墨学通史 86万字 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自著；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首批优秀成果10种之一；2008年6月

获山东省第二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2009年9月4日获教育部颁发“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战国策文新论》 36万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由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自著；《光明日报》1999年1月14日

第六版《文艺观察》、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第三十三期、日本《朋友》 杂志177号、《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9期

均有专文评介；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首 页  院 况简介  机构设置  专业简介  学术队伍  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  研究生教育  E n g l i s h  



3、《20世纪墨学研究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自著；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4、《先秦文学与上古文化》 35．5万字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自著） 

5、《齐宗教研究》 20万字 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齐文化丛书》研究专辑十六种之一种，自着；该丛书获山东省第四届精神文

明建设“精品工程”奖） 

6、《荀子汇校汇注》 96万字 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二人合作，第二作者） 

7、《风俗礼仪通说》 10万字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自著） 

8、《墨学与新伦理道德》 10万字 中国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一作者） 

9、《中国古代纵横家论》 45万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战国策文新论》的基础研究作之一，自著；中国社科院、北京

大学、南京师大编纂《中国文学通史》之《先秦文学史》作为前沿成果介绍，见该书235页）  

10、《鬼谷子研究丛着之一：鬼谷子天机妙意》 26万字  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战国策文新论》的基础研究作之一，自

著）  

11、《鬼谷子研究丛着之二：鬼谷子奥义解说》 26万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战国策文新论》的基础研究作之一，自

著）  

12、《方术迷信与科学》 20万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二人合作，第一作者）  

13、《穆天子传通解》 20.7万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自著；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师大编纂《中国文学通史》

之《先秦文学史》作为前沿成果介绍，见该书65页）  

14、《齐文化概论》 54万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二作者）  

15、《中国古代养生之道》 10万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自著）  

16、《鬼谷子译注》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出版 （自著）  

17、《鬼谷子传》  23万字  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二人合作，第一作者） 

18、《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秦汉卷》  49.8万字  陕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2（二人合作，第一作者） 

19、《墨子》（《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  5.7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二人合作，第一作者） 

20、《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  36.3万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一作者） 

21、《墨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81万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一作者） 

 

（二）发表主要学术论文137篇：  

1、《先秦〈诗〉学观与〈诗〉学系统》《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2、《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 《文学遗产》2002年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11期全

文转载，《新华文摘》2002年12期摘要，《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8日摘要，《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卷5期摘要  

3、《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  《文史哲》2006年第1期  

4、《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非孔子作》 韩国《诗经研究》3-4合辑（2004年3月） 

5、《〈穆天子传〉对〈左传〉文学手法的变革》 《文史哲》1994年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10期

全文转载 

6、《〈穆天子传〉知见版本述要》（2.2万字） 《文献》1994年2期 

7、《关于〈穆天子传〉出土、整理、流传诸问题的考辨》 《古籍整理与研究论丛》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 

8、《〈穆天子传〉所见三十一种版本异文录评》（5.4万字） 《古籍整理与研究论丛》第二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 



9、《〈穆天子传〉作时作地新探》 《古籍研究》1987年3期  

10、《论〈穆天子传〉的认识价值》 《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1期  

11、《人本思潮与先秦历史散文和原始小说》 《东岳论丛》1995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 年9期全文

转载  

12、《〈战国策〉的刚健文气》 《文史哲》1997年4期 

13、《战国纵横家的文学成就概说》 《文史哲》1998年增刊 收入《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文学卷下》 

14、《评价纵横家文学的基本文献》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1期 

15、《纵横家的阴阳转化哲学观》 《齐鲁学刊》1997年6期 

16、《〈战国策〉纠误》 《历史教学》1997年5期 

17、《秦至汉初时战国策文的流传》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1期 

18、《战国策文的产生和结集》 《古籍研究》1998年1期 

19、《〈战国策〉中托名张仪之“说七国辞”作时考——兼论〈战国策〉拟托文的产生及作用 》 《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

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20、《〈战国策〉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东岳论丛》1997年3期 

21、《〈战国策〉在北宋时期的整理和流传》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1期 

22、《由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说苏秦死因》 《文学前沿》第2辑（首都师大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又载《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

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8月）  

23、《纵横家散文发展的三阶段》《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2期 

24、《〈战国策〉的佚文及其佚失原因》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2期  

25、《原始宗教与先秦文学》 《光明日报》1999年9月16日 人大复印资料《宗教》1999年5期全文转载  

26、《原始宗教文化对先秦文学的影响》 《宗教与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27、《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两种文化类型》?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 

28、《诗骚精神与原始宗教》 《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 

29、《试论孔子的社会治理构想》 《东岳论丛》1993年1期 

30、《〈鬼谷子〉哲学与〈老子〉哲学》 《齐鲁学刊》1999年1期  

31、《鬼谷今地考》 《齐鲁学刊》1992年5期 

32、《〈鬼谷子〉作者及流传考辨》（1.8万字） 《古籍整理与研究论丛》 第三辑（齐鲁书社1994年10月出版） 

33、《道教仙师鬼谷先生及其〈鬼谷子〉考辨》 《中国道教》1992年4期 

34、《汉代老氏学的流传及其宗教化过程》 《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1期 

35、《帛书〈黄帝四经〉对〈老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管子学刊》1996年3期  

36、《墨家伦理学说的当代价值》 《人文与自然》1998年1期 



37、《清代的墨学研究》 《淄博学院学报》1999年4期  

38、《墨子与古代私学》 《墨子研究论丛》第三辑（山东人民出1995年10月） 

39、《墨家鬼神观的渊源、学说及影响》 《墨子研究论丛》第二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  

40、《墨家与早期道教》 《墨子研究论丛》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41、《清代墨学研究之省思》 《第二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山大学1999年11月出版） 

42、《孟子对墨学的非自觉继承》 《墨子研究论丛》第四辑（齐鲁书社1998年12月）  

43、《近百年墨学研究鸟瞰》 《墨子研究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2001年7月）  

44、《20世纪20年代墨子国籍论战述评》，《东岳论丛》2001年6期? 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2年2期全文转载 

45、《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墨辩〉大讨论述评》 马来西亚《国际中文研究》第一辑（2001年）  

46、《20世纪墨学研究规律及启示》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之《齐鲁文化研究》第一辑（2002年） 

47、《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历程》 《文史哲》2001年6期 

48、《〈庄子〉论墨与战国中后期墨学的流传》 《齐鲁学刊》2004年第5期  

49、《二十世纪中国における墨子研究方法の确立》  日本《汉学会志》第四十三号（04年3月）  

50、《中国における墨家思想研究の展望と课题》   《日本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研究纪要》第59集（2004年3月） 

51、《墨子及孟胜等在鲁阳的活动》 《墨学与现代社会》大象出版社2005年12月 

52、《对墨家科技成就及命运的思考》  《大众日报》1994。4。8???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4年5期53—54页全文转载 

5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墨子传记为残篇说》 《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 

54、《〈墨子〉三大传本系统》 《文献》2005年4期  

55、《隋唐时期墨学的流传》 《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11期 

56、《〈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本之比较》   《孔子研究》2006年1期  

57、《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 《文史哲》2006年1期  

58、《论墨家早期学说的形成》 《齐鲁学刊》2006年第4期 

59、《〈墨子〉·墨学·墨翟》 《联合日报》2006.7.15《齐鲁历史文化专栏》 

60、《〈管子〉理财之道及其渊源》 《管子学刊》1997年1期 人大复印资料《管理学》（C3）1997年6期全文转载 

61、《〈管子〉军事思想论纲》 《孙子学刊》1992年3期  

62、《荀子对孔学的继承与发展》 《管子学刊》1999年1期 

63、《荀子礼法并用治世论及其时代意义》 《管子学刊》1999年增刊 

64、《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序》《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9月） 

65、《百年墨学研究史略》 《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二集》（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 



66、《上古两大主导文化系统及其思想影响》 《孔子研究》2001 年2期 

67、《经学震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齐鲁学刊》2001年3期  

68、《原始信仰与部族文化》 《中国思想史论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69、《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  《东岳论丛》2003年2期  

70、《地域宗教文化研究与齐宗教特色》 《光明日报》1999年1月15日  

71、《齐经学精神与21世纪国学研究》 《淄博学院学报》1998年4期  

72、《儒家道德文化的形成及其社会意义》 《鲁文化与儒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10月） 

73、《齐地海外神山仙人仙药说的文化背景》 《齐文化纵论》（华龄出版社1993年10月）  

74、《简论齐文化在汉代的影响》 《管子学刊》1992年3期  

75、《田文考》 《管子学刊》1995年3期  

76、《先秦史官与〈春秋〉经传的深加工》 《管子学刊》1998 年增刊 

77、《姜太公与谋略文化》《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齐鲁书社1997年8月） 

78、《姜太公治国策略的文化渊源》《山东理工大学学报（哲社）》2002年5期 

79、《战国名将公孙衍前期活动考》 《孙子学刊》1995年3期  

80、《姜太公军事思想概说》 《姜太公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8月） 

81、《齐国功爵制的发展》 《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4期 

82、《孙膑与〈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 

83、《〈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点校献疑》  《历史教学》1994年3期 

84、《方士与天象占》 《中国道教》1992年增刊 

85、《孙膑军事思想略论》 《孙子学刊》1993年1期  

86、《齐地的征兆信仰》 《管子学刊》1991年2期 

87、《方仙道的产生和发展——论方仙道之一》 《中国道教》1990年4期 

88、《方仙道的方术——论方仙道之二》 《中国道教》1991年1期  

89、《方仙道的派系——论方仙道之三》 《中国道教》1991年2期  

（以上三文，日本《东方学》八十辑曾予介绍） 

90、《齐地的山石崇拜》《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990年11月） 

91、《从方仙道到道教》 《天府新论》1990年4期  

92、《图腾·八祠·封禅》 《文史知识》1989年3期  

93、《齐派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的初步考察》 《齐鲁学刊》2003年5期  

94、《西汉前期黄老的文化派别》 《管子学刊》2002年2期  



95、《论民俗系统的二重性结构》 《民俗研究》1991年4期  

96、《试论齐秦族的不同心理特征》 《管子学刊》1989年3期  

97、《李申的〈话说太极图〉》 《周易研究》1994年3期 

98、《中国古代养生观说略》 《文史哲》1992年2期 人大复印《中国哲学史》1992年4期全文转载 

99、《郑观应人生矛盾的文化解析》 《1992——2001年澳门纪念郑观应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

协会2002年6月）  

100、《禅让学说的历史演化及其原因》 《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  

101、《关于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二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

书局2002年3月） 

102、《古典文献学科的研究范围与研究现状》 《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一卷（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3月） 

103、《张问陶诗作的文化先导意义》 《文史哲》2002年6期? 又收入《张船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6月） 

104、《高亨先生学术研究的启示》 《人文述林》第五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105、《河间儒学中心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孔子研究》2003年6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4年第2期  

106、《姜齐历次改革的成败及启示》 《山东社会科学》20036期 

107、《郑观应的养生之道及其特点》 《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等公开出版，2

003年9月） 

108、《两汉的改制之争及理论基础》 《济南文史丛刊初编》（济南出版社2003年10月） 

109《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序》《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9月） 

110、《〈新书〉〈淮南子〉所见西汉前期的墨学流传》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111、《云南风俗与中原古俗的比照研究》 《民俗研究》2004年第2期  

112、《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5期62—66页 

113、《战国前期的儒墨论争——兼议“墨从儒出”》    《儒学释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第134—156页 

114、《郭店竹简〈唐虞之道〉与儒墨“禅让说”之比较》    《简帛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第217—227页，又载：

《行止同探集——张志列教授古稀纪念》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第58—67页 

115、《〈九歌·河伯〉源于楚人祀河新考》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期40—43页 

116、《出土文物资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中华文学史料》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第5—19页 

117、《东方朔矛盾人生的文化解析》，《管子学刊》2007年4期50—54页149、《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所见川北民俗》，《文献》200

8年1期122—128页（第二作者） 

118、《原始宗教文化对先秦文学风格的影响》，《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第1—7页 

119、《出土文物资料与古代文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316—328页，12000字

（曲师为第二单位）（CSSCl集刊） 

120、《论我国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陕西师范大学报（社科）》2008年5期120—123页 



121、《社会治理构想中的“儒墨相用”及其启示》，《管子学刊》2008年3期55—56页 

122、《悼念我的墨学研究领路人张知寒教授》，《风徽永存——张知寒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年9月9

8—99页 

123、《墨家“鬼查鬼罚说”与道家“除算减年说”》，《宗教学研究》2008年3期21—25页 

124、《谈前辑古佚书的汇集整理与古佚书新辑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4期第99—102页 

125、《〈尔雅〉在训诂学史上的开创意义》，《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2页 

126、《荀子的国家管理一体化与社会经济一体化构想》，《儒林》（第四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216—222页 

127、《〈孟子〉所载孟轲对墨学的批判》，《儒家思孟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12月345—347页 

128、《由南部清衙档案来看民间古文献的抢救和整理》，《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澳门近代文学学会2009年4月210—2

13页 

129、《管仲与〈管子〉的文化解读》，《大众讲坛》（第二辑）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337—355页 

130、《新发现的〈三皇遗训〉与唐代瞽者会社》，《文献》，2009年第3期第42—51页 

131、《也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辨伪和古典文献的利用》，《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第198—202页 

132、《明清山东盐业研究序》，《明清山东盐业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11月 

133、《漫议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5日第12版《跨学科研究》 

134、《中国汉语古籍整理研究方法的递变》，《文献》，2010年8月第3期第30—40页 

135、《〈子海〉的编纂及其学术文化意义》，2000字，《光明日报》，2010年07月08日 

136、《论战国墨家发展的四个阶段》，《周易研究》，2011年6月第3期第49—60页 

137、《古佚书整理与谶纬辑佚和研究》，《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第65—69页 

 

（三）主持科研项目16项（其中国家2项、教育部 3项、山东省5项）：  

1、“墨学研究史”（2000——200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万元，主持人 ）编号：00BZS002；5万元； 

2、“墨家学说的当代价值”（1996—1999） 国家教委“九五”规划专项任务项目（山东省资助15万 元，郑杰文为主持人，已结

题，出版丛书一套10种  

3、“谶纬汇纂校释”（2001—2004）教育部高校古委会“十五项目”（4 万元，主持人）2001年直接资助项目，编号：0121 

4、“墨子集校集注”（1996—1999） 山东省古籍整理“九五”规划项目（6千元，主持人，已结题） 

5、 “先秦两汉小说研究”（1995—1998） 山东大学跨世纪人才基金项目（2千元），台湾中流基金项目 （5千元，主持人） 

6、“二十世纪的墨学研究”（1998—2000） 清华大学《二十世纪人文学术研究丛书》入选项目（2万元，主持人，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2年出版） 

7、“山东历代山水诗文大全”（2000—2003） 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8千元，主持人）  

8、“穆天子传校注”（1990—1992）山东省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项目（1千元，主持人） 



9、“太平经校注”（1993—1994）山东省古籍整理“八五”规划项目（3千元，主持人）  

10、“传统教育研究”（2001—2003） 济南市政府资助项目（5万元，主持人） 

11、“济南旅游规划发展研究”（2004—2005） 济南市政府资助项目（4万元，主持人） 

12、“儒藏整理与研究·谶纬部分”（2004—2008）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与北大合作，主持人） 

13、“两汉文献中的齐鲁诸子佚说”（2004—2008） 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3千元，主持人）  

14、“墨家学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2006—20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万元，主持人） 

15、“《子海》编纂与研究”（2010—202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每年80万元，持续资助10年，郑杰文、王承略、刘心明

主持） 

16、“《儒藏》（精华编）《七纬三十六种》、《通纬逸书考七十二种》”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托一般项目

（7 万元，主持人） 

 

（四）获奖7种18次：  

1、《中国墨学通史》 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科》首批优秀成果（十种之一）；2007年9月获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人文

社会科学一等奖（2007年度），2008年6月获山东省第二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2007年度），2009年9月4日获教育

部颁发“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独自） 

2、《战国策文新论》 山东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山东省教委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山东省社科优秀成

果一等奖（1999年）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独自） 

3、《中国古代纵横家论》 山东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山东省教委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山东省社科优

秀成果三等奖（1996年）（独自）  

4、《鬼谷子研究》 山东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年）、山东省教委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年）、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

三等奖（1996年）（独自）5、《齐文化概论》 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第二位） 

6、《穆天子传通解》山东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96年）（独自） 

7、《20世纪墨学研究史》山东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山东省教委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山东省社科优

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独自）  

（五）主讲过的主要课程：  

1、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99级博士生起 

2、社会主潮与文学 99级博士生起  

3、国学研究方法论 99级博士生  

4、秦汉学术概论 99级博士生  

5、原始宗教与文学 2000级博士生起  

6、古文献研究方法 2000级博士生起  

7、专业外语（日） 99级博士生起  

8、先秦诸子研究 95级硕士生起  

9、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 95级硕士生  

10、先秦小说研究 95级硕士生起  

11、墨学研究 97级硕士生  

12、原始宗教文化 97级硕士生起  

13、人文社科研究方法 99级硕士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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