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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万进，历史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秦汉考古研究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等职。主要从事秦汉史、考古与简帛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南出土文字谱系的整理与研究”、“秦汉丧葬简牍研究”等课题2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基金项目

“秦汉丧葬简牍集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文字学成就的现代价值与开发利用研究”、“中原文化与河南当代文

化建设”（重点项目）、“河南粮食史”等省部级课题5项，出版《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及增订本、《尹湾汉墓简牍论考》、《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等专著4部，在《历史研

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2006年入选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 四个一批”人才。现为历史、考古、文化遗产等专业本科

生、研究生开设《秦汉史》、《出土文献导读》和《简帛学》等课程。

　　

　　科研论著目录

　　学术著作

　　1、《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166页。

　　2、《尹湾汉墓简牍论考》，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5月，247页。

　　3、《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245页。

　　4、《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增订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9月，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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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继往开来，共话甲骨百年——河南省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9期，1999年9月，25—27页。

　　10、《云梦秦简中所见秦的粮仓管理制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1999年12月，50—53页。

　　11、《老子故里太清宫遗址的发掘及其意义——兼谈老子思想的渊源》，《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2000年1月，96—97页。

　　12、《尹湾汉墓简牍研究述评》，《平顶山师专学报》第3期，2000年8月，4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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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简牍所见有关〈墨子〉典籍介绍》，《中原墨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125—132 页。

　　16、《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行制度》，《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2002年1月，117—120页。

　　17、《从张家山汉简看楚汉法统关系》，《中州学刊》第4期，2002年7月，136—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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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天长纪庄木牍及其价值》，《光明日报》2007年6月15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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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新世纪初我国简牍重要发现概述》，《简帛研究200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330—348页。

　　40、《关于专业方向选修课教学的几点体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改论文集（第一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17—22页。

　　41、《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2011年1月，103—113页。《先秦·秦汉史》2011年第3期全文转载；《历史学文摘》2011年第2期摘要转

载；《光明日报》2011年2月24日“理论·史学”版“新论集萃”栏目摘要转载。

　　42、《尹湾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思想探析》，《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2011年1月，113—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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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项目

　　1、“河南粮食史”（主持），1998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一般项目，编号：95B146，起止时间：1998—2000年。

　　2、“河南文字学成就的现代价值与开发利用研究”（主持），2001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一般项目，编号：2001EYY001，起止时间：2001-2004年。

　　3、“河南出土文字谱系的整理与研究”（主持），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02BYY035，起止时间：2002-2008年。

　　4、“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独立完成），2002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2032093，起止时间：2002-2004年。

　　5、“中原文化与河南当代文化建设”（主持），2005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编号：2005ALS002，起止时间：2005—2009年。

　　6、“秦汉丧葬简牍集释”（独立完成），2008年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基金项目，编号：教古字【2008】078号，起止时间：2009—2013年。

　　7、“秦汉丧葬简牍研究”（独立完成），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09BZS005，起止时间：2009-2014年。

　　

　　获奖情况

　　1、1997年1月，《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粮仓的建筑与设置》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青年奖（厅级）。

　　2、1998年12月，《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青年奖（厅级）。

　　3、2001年12月，《秦国粮食运输政策探略》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厅级）。

　　4、2006年3月，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四个一批”人才（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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