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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兆昌

基本情况

姓名：许兆昌

性别：男

职称：教授

所在系别：历史学系

是否博导：是

最高学历：研究生

最高学位：博士

详细情况

所在学科专业：历史学

所研究方向：先秦史、中国史学史

讲授课程：

本科：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古代） 

硕士：中国古代史学史料学、中国古代史学史专题 

博士：新出文献研究、传世文献研究

教育经历：

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1984－1988 

吉林大学历史系（硕士）1988－1991，导师：黄中业教授 

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1992－1995，导师：金景芳教授

工作经历：

1991年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 

2001－2002，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06,10-12，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维也纳大学客座教授

科研项目：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周代史官与传统史学道德教化功能的创塑”（已经结

项）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专项委托一般项目：“儒藏（精华编）《书古微》、《古文尚书冤词》、

《尚书考异》三种校点”（在研） 

1.On the context of the Confucian Idea of Using Music to Train People’s Virtue,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Interactions and Innovations, Confucius Institute at Rutgers University,2010.

2．《从仲弓四问看战国早期儒家的政治关注》，《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 

3.《略议孔子的身份认同》，《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4.《前现代国际体系与尧舜禹时代》，《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 

5.《“九夏”考述》，《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先秦、秦汉史》2009年第1期

全文转载 

6.《思想解放是学术发展之根本》，《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 

7.《虞舜乐文化零证》，《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先秦、秦汉史》2008年第1

期全文转载 

8.《中国史学的教化传统及其现代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

史学》2007年第9期全文转载 

9.《“樂”字本义及早期乐与药的关系》，《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10．《华夏区域历史世界及其东亚政治遗产》，载刘海平主编《文明对话：东亚现代的涵义和全球化的文化多

样性——中国哈佛—燕京学者第四、五届学术会议论文选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 

11．《试论周代史官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载刘春梅主编《安大史学》第二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5

月 

12．《上古华夏区域国际体系的演变》，载《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香港：香港新世纪



学术论文：

出版社，2006年3月 

13．《试论上古时期“乐”的政治表达功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2006年第2期转载 

14．《东亚文化传统的多元与统一》，《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5期全文转载 

15．《太史伯阳学术思想试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6．《双赢的学术“联姻”》，《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世界史》2004，6全

文转载 

17．《出入经史，蔚为大观——评丁鼎著〈《仪礼•丧服》考论〉》，《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 

18．《胤征羲和事实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先秦秦汉

史》2004，4全文转载 

19．《“乐”字诂义》，《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20周年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 

20．《孔子思想的批判精神与当代儒学价值的重建》，载《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

20周年学术研讨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21．《阎步克〈乐师与史官〉读后》，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2．《试论先秦时期公共知识的发展与演变》，载《遯亨集——吕绍刚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23．《春秋时期晋国史官群体考论》，载《金景芳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24．《周代史官宗教思想的“人文”取向》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2年

第7期论点摘编 

25．《周代史官哲学思想初论》，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6．《重、黎绝地天通考辨二则》，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宗教》2001，4转载 

27．《秦汉隋唐现象论略》，《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2001年

第4期全文转载 

28．《周代官员称“老”现象考述》，《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 

29．《〈周礼〉“大史”职掌记事考》，《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0．《周代史官职官功能的结构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

摘》1999年第4期转载 

31．《周代史官职掌述论》，载《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12月 

32．《史佚——我国古代第一位政治理论家》，《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  

33．《“大史寮”名称及地位考》，《大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34.《试论春秋时期史官制度的变迁》，《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35．《周代“四史”析论》，《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 

36．《先秦社会的巫、巫术与祭祀》，《史学集刊》1997年第3期 

37．《史官源流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8．《论先秦时期瞽矇的社会功能及历史地位》，《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  

著作教材：

1.《先秦乐文化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2.《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3.《魏晋南北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4.《夏商周简史》（合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5.《周代史官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获奖情况：
《周代史官文化》获2004年吉林省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2004年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1年度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二等奖

社会兼职：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长春市孔子研究会副会长

治学格言：史学首先是史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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