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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获博士学位，随后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至今先后任北京

大学东语系讲师、副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出版专著3部，并在《历史研

究》、《国学研究》、[台]《新史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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