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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传传传传 

  李浩，1960年6月出生，陕西靖边人，汉族，文学博士。曾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副校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唐代文学研究》主编、陕西省诗词学

会副会长。曾应邀在韩国庆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讲学，多次应邀在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香港、台北等国家或地区的国际

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二、二、二、二、学学学学习经历习经历习经历习经历 

1979年9月～1983年7月，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3年9月～1986年7月，在西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5年9月～1998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9年9月～2002年1月，在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 

三、工作三、工作三、工作三、工作经历经历经历经历 

1986年7月至今，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1998年10月，被聘任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授 

2000年9月～2001年8月，被聘任韩国庆尚大学外国人教授一年 

2001年10月～2011年4月，被聘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2004年2月，被聘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2006年2月，被聘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07年9月，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2008年4月，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2011年6月，获聘为陕西省二级（教授）岗位职称 

2011年4月，被聘任《文学遗产》编委 

四、四、四、四、教教教教学学学学和科和科和科和科研研研研获奖获奖获奖获奖 

李浩 

生年：1960年6月 

籍贯：陕西靖边人 

职务：西北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长：唐代文学 



1．著作《唐诗美学》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5年，陕西省人民政府） 

2．著作《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3年，陕西省教育厅） 

3．著作《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4年，陕西省人民政府） 

4．著作《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6年，教育部） 

5．著作《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获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陕西省教育厅） 

6．著作《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获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西安市人民政府） 

7． 著作《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陕西省人民政府） 

8．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群建设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04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排名第二） 

五、主要五、主要五、主要五、主要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领领领领域域域域 

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2．汉唐典籍与文化研究 

3．隋唐园林建筑文化研究 

4．中古士族与传统士人研究 

六、主要六、主要六、主要六、主要讲讲讲讲授授授授课课课课程程程程 

1．中国古代文学史（本科课程） 

2．唐诗美学（本科课程） 

3．大学语文（通识课程） 

4．魏晋隋唐文学专题（硕士课程） 

5．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硕、博士课程） 

七、主要著作七、主要著作七、主要著作七、主要著作 

1．《马祖道一传》，（台北）佛光出版社，1997年 

2．《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再版 

3．《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初版，2008年增订再版 

4．《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5．《唐诗美学精读》（原书名《唐诗美学》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增订版 

6．《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7．《怅望古今》（随笔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8．《行水看云》（随笔散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9．《唐文选》（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八、代表八、代表八、代表八、代表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1．《探索者的道路》，《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 

2．《孟浩然交游补考》，《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3．《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诗之比较》，《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4．《孟浩然事迹新考》，《唐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1辑 

5．《王维、孟浩然诗地名考辨》，《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6．《“稻米流脂粟米白”考索》，《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3期 

7．《李白诗文的鸟类意象》，《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8．《〈全唐诗〉校读札记》，《文献》，1994年第2期 

9．《柳宗元婚配与子女考》，《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10．《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自然美观念的嬗变》，《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1．《中唐五窦生卒年新考》，《文献》，1996年第2期 

12．《原侠》，《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3．《论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的关系》，《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14．《中唐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唐代文学研究》，1997年总第7辑 

15．《唐代园林别业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16．《论唐代关中士族的家族教育》，《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7．《范碑所述李白世系的谱谍学问题》，《中国李白研究》，1997年辑 

19．《释“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甫研究学刊》，1999第1期 

20．《敦煌文献所见关中姓望史料钩沉》，《文献》，1999年第1期 

21．《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22．《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3．《苏绰文体改革新说》，《文史哲》，1999年第4期 

24．《〈皇唐玉牒〉编撰者之重新检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 

25．《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6．《李白作品中的“梦”——从〈梦游天姥吟留别〉出发的考察》，《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 

27．《“关中郡姓”辨析》，《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28．《李白作品中的园林文化》，《中国李白研究》，2000年集 

29．《唐人叠石考》，《庆祝霍松林先生诞辰80周年学术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30．《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文史哲》2003年第3期 

31．《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2．《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33．《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34．《大唐之音，和而不同》，《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35．《唐代杜氏在长安的居所》，《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 

36．《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阐释的空间》，《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37．《〈洛阳名园记〉与唐宋园史研究》，《理论月刊》2007年第3期 

38．《被遮蔽的幽境：唐代园林诗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合作，第一作者） 

39．《谈古代文学学科的宽容性特色》《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 

九、主持重要九、主持重要九、主持重要九、主持重要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1．唐代文学士族群体的流动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2005年 

2．唐代别业考录，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2002－2005年 

3．唐代士族与教育，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课题，2005－2008年 

4．唐代士族文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2006－2008年 

5．中国文学史教程▪隋唐五代编，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教材项目（分卷主编），2009－2012 

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及学术会议 

1．主持在西北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学术讨论会(2002．9) 

2．应邀赴日本筑波大学参加日本中唐文学会及日本中国学会年会(2003． 10) 

3．应邀台北淡江大学参加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4) 

4．应邀赴韩国外国语大学参加东方诗话学会第五次国际会议(2007．7) 

5．应邀赴香港大学参加东西方文化国际会议(2007．10) 

6．应邀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参加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第十四届年会(2008．10) 

7．应聘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进行系列学术讲座(2009．3) 

8．应邀参加日本专修大学“古代东亚世界与留学生学术研讨会”并大会演讲(2009．11) 

9．应邀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参加“远东文学研究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6) 

10．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参加“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第十六届年会” (2010．10)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学学学学术术术术机机机机构构构构兼兼兼兼职职职职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 

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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