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目前的位置： 首页» 师资队伍» 教师简介»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 袁泉

袁泉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2016-03-22

　　

　　袁泉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范围主要为宋元明考古和陶瓷考古，关注晚近中国的社会信仰与视觉艺术。在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古代陶瓷研究中

心任外聘研究员；国内外访学期间，担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和新加坡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9年起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从事教学工作，先后主讲

本科生专业课《中国古代陶瓷》、《宋元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并合开全校通识课《文化遗产概览》。

　　目前科研课题集中在三个方面：1、手工业遗存考古，学术成果和项目课题涉及陶瓷考古、漆器考古及宋元时期的手工业互动和区域经济产销格局；2、宋元明考古，针对宋元时期的

墓葬制度、丧祭仪节、墓葬装饰和礼器传统等问题发表专论研究；3、中西交通考古，主要涉及7-14世纪的宗教传播与文化互动。多篇学术论文为《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

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华夏考古》、《古代文明》、《边疆考古研究》、《敦煌研究》、《九州学林》、 The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es 等CSSCI来源期

刊、中文核心期刊与国际学刊收录发表。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文物局和商务部研究课题，多次获得韩国青岩基金、日本住友基金等国内外研究基金资助。

　　

　　

　　教育背景

　　

　　■ 2003/09-2009/07 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 宋元明考古方向博士

　　■ 1999/09-2003/07 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 历史学学士

　　

　　

　　工作经历

　　

　　■ 2013/12-今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副 教 授

　　■ 2009/11-2013/12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讲 师

　　■ 2009/08-2009/11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 研 究员

　　■ 2006/02-2006/06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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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兼职

　　

　　■ 2012/09-今 北京大学古代陶瓷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

　　■ 2007/02-2009/12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

　　■ 2012/12-今 中国古陶瓷学会 会 员

　　

　　

　　

　　国内课题

　　

　　■ 2013/07-2016/07 项目负责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蒙元时期墓葬研究”

　　■ 2011/07-2014/06 项目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蒙元时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

　　■ 2011/07-2012/02 课题组成员，商务部援外项目，“中肯联合拉穆群岛及周边地区考古”

　　■ 2009/07-2010/07 课题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课题“魔神之变——鬼子母神信仰在亚洲的传播与演变”

　　■ 2007/02-2009/12 项目组成员，子课题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宋代墓葬研究”

　　■ 2007/01-2007/02 工作组负责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老虎洞窑址元代文化层整理”

　　■ 2006/09-2008/07 课题组成员，“211”科研报告编撰项目，“建德宋墓的整理和报告”

　　■ 2006/04-2012/12 项目负责人，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省校合作项目，“甘肃清水宋金墓的调查与整理”

　　■ 2006/07-2006/08 课题组成员，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保护规划制定的考古调研项目，“四川邛崃窑址调查与研究”

　　■ 2005/07-2005/08 工作组成员，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内蒙古集宁路出土瓷器整理”

　　■ 2004/09-2005/01 课题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禹州神垕钧窑址发掘报告编撰”

　　■ 2004/09-2005/01 工作队成员，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发掘研究”

　　■ 2004/06-2005/12 课题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科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磁州窑及北方地区瓷器装烧方法研究”

　　■ 2003/09-2006/09 课题组成员，国家文物局文保科研课题，“中原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

　　

　　

　　

　　国际基金

　　

　　■ 2009-2010 Korean POSCO TJ Park Foundation，“Praying for Heirs: The Diffu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āritī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 2009-2010 住友財団2009年度「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日本関連研究助成」，「日本に伝わる中国漆器の総合研究：13-14世紀の中日貿易と文化交流を中心に」。（与秦大树教授

合作）

　　■ 2008-2009 住友財団2008年度「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日本関連研究助成」，「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舎利安置制度の変容と発展」。

　　■ 2006-2007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基金，课题“韩国舍利埋纳制度：以统一新罗时代为中心”。

　　■ 2006/02-06 香港人才引进—大陆青年学者赴港访学交流基金，课题“9至15世纪：古瓷拼凑出香港历史”。

　　

　　

　　

　　田野工作

　　

　　■ 2011/07-2011/09 肯尼亚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区考古资料整理

　　■ 2010/04-2010/05 河南南阳天冠工地战国秦汉遗址发掘与整理

　　■ 2008/06-2008/07 浙江建德宋代墓葬田野调查与整理

　　■ 2007/01-2007/02 浙江杭州老虎洞修内司官窑窑址元代文化层整理

　　■ 2006/08-2006/09 四川邛崃、成都、华蓥宋代砖室墓与石室墓田野调查

　　■ 2006/07-2006/08 四川邛崃大屿山窑业遗存田野调查与整理

　　■ 2006/04-2006/06 甘肃清水宋金墓葬群田野调查与考古测绘

　　■ 2005/08-2005/09 河南宋元窑业遗存调查

　　■ 2005/07-2005/08 内蒙古集宁路窖藏出土宋元瓷器整理

　　■ 2004/09-2005/01 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发掘与整理

　　■ 2003/12-2006/01 河南禹州神垕钧窑遗址发掘与整理

　　■ 2001/09-2001/12 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与整理

　　

　　

　　

　　学术成果

　　

　　1 著书

　　

　　■ 《走向世界的明清陶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即刊。（第一作者，与秦大树教授合著）

　　■ 《稽古作新：宋以降鼎形容器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第六章“古鼎新用专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全313页，pp274-311,。

　　

　　2 论文

　　

　　手工业考古：

　　

　　■ 《日本所见元代漆器的考古学观察》，《古代文明》第九卷，2014，页148-176，待刊。

　　■ 《略论宋元时期手工业的交流与互动现象——以漆器为中心》，《文物》，2013年11期，页64-73。

　　■ 《新安船出水仿古器物讨论——以炉瓶之事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5期，页69-93.

　　■《粤港地区出土陶坛小考》，《九州学林》，2008年冬季六卷四期，2009，页22-45。

　　■ 《唐至北宋时期陶瓷器中的金属器因素》，《古代文明》第六卷，2008，页231-272。

　　■ 《唐宋之际陶瓷工艺对金属器的借鉴》，《华夏考古》，2008年4期，页115-129。

　　

　　丧祭文化：

　　

　　■ 《循古适今：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所见之政治与文化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10期，页61-78。



　　■ 《略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华夏考古》，2013年第3期，页105-114。

　　■ 《物与像:元墓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2期，页54-71.

　　■ 《政治动因下的“蒙古衣冠”：赤峰周边蒙元壁画墓的再思》，《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页341-355。

　　■ 《宋金墓葬“猫雀”题材考》，《考古与文物》，2008年4期，页105-112。

　　■ 《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六辑，2007，页329-349。

　　■ 《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华夏考古》，2006年1期，页73-84。

　　

　　社会信仰：

　　

　　■ “Praying for Hei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āritī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es,Daegu, vol.74, pp117-205.

　　■ 《舍利安置制度的东亚化》，《敦煌研究》，2007年4期，页55-63。

　　

　　

　　3 书评

　　■《时代下的漆工·漆工中的时代——评<宋元の美----—伝来の漆器を中心に>》，《九州学林》，2007年五卷2期，2008，页204-227。

　　

　　4 发掘简报（执笔）

　　

　　■《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董湾村金墓》，《考古与文物》，2008年4期，页12-27。（第三执笔）

　　■《邢台市邢钢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4期，页28-33。（第三执笔）

　　

　　5 纪要

　　■ 《洪州窑考古发现30周年纪年暨研讨会纪要》，《南方文物》，2009年1期，页154-155，转107。

　　

　　

　　6 会议发表

　　

　　■《稽古作新：宋以降鼎形容器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12月。

　　■ 《新安沉船出水仿古金属器研究》，“2012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及文化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2012年12月。

　　■ 《异工互效:宋元黑釉瓷与其他手工艺门类间的交互影响》，“中国古代黑釉瓷器暨吉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圳，2012年2月。

　　■ 《唐以降的延嗣送子神》，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中国宋史研究会、云南大学，昆明，2008年7月。

　　■ 《蒙元墓葬图像中的茶酒题材》，“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丝绸博物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杭州，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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