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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 

  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历史系

副教授  

E—mall：luoxin@pku.edu.cn 

学历：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 

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

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经历：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史、民族史、简犊、墓志。1995年留校以后，主要的科研工作，是学习和研究

北方民族史与西北史地。从97年秋天开始，还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的对长沙走马楼吴简的

整理研究工作，成为整理研究小组的成员，这对我们及时掌握新材料和新动态是很有意义的。

97年9月、98年5月到6月，98年8月，99年5月到6月，先后多次到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库房里

进行吴简的录文整理工作。吴简的第一部分整理成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莂》

（上、下册）已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9年）。现在正在整理编辑新的录文（12054枚竹

简），预计2002年出版。 

论著目录：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1996年7月。 

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 

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

年5月21日。 

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 

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 《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 《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 《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

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弔比干碑的立碑時間》，《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

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 

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 

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 

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

页。 

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 

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

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吳簡研討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長沙呉簡研究会（编）《長

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東京：2007年，103-108页。 

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 

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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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著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 

整理吴简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与王素合作） 

翻译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并翻译其中九篇文章。中华书局， 2006年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