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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继习，男，汉族，1975年11月生，籍贯山东广饶。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近期研究方向：汉唐考古、佛教考古。

电子信箱：jixigao@126.com

教育及访学经历：

1999年7月山东大学考古学系本科毕业；

2005年6月山东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

2017年6月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

2006年5-6月，受邀赴德国海德堡学术院（Heidelberg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做访问学者。

2008年9月-2010年1月，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和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奖学金资助，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UCLA）做访问学者。

工作经历：

1999年7月至2012年1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所长助理、考古科主任等职。

2012年12月至2018年2月，济南市文庙管理处工作。

2018年2月至今，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持与参与课题情况：先后主持或参与考古发掘、调查项目30多项，参与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多项。其中较重要者有1999-2002年度章丘洛庄汉

墓考古陪葬坑与祭祀坑考古发掘、1999年度日照两城镇中美联合考古与区域系统调查、2002年度茌平教场铺遗址考古发掘、2003年度章丘危山汉

墓陪葬坑考古发掘、2005年度中德合作山东地区北朝摩崖刻经调查、2006年度济南唐冶新城考古调查及发掘、2008年度济南西客站片区考古调

查、2011年度济南宽厚里片区明代郡王府遗址考古发掘等项目。

近年参与的课题有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洛庄汉墓陪葬坑发掘报告”等；参与2016年章丘焦家遗址考古发掘等项目。

学术成果：

论著：

《济南县西巷佛教地宫初论》，香港大学饶宗颐学书馆，2010年。

学术论文与发掘报告：

《白色的西王母：西王母与雅典娜神话的比较研究》，《西部考古》第14辑。

《论当阳玉泉寺铁塔地宫铭文对弘景禅师研究的补史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

《宋代埋藏佛教残损石造像群原因考——论“明道寺模式”》，《海岱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章丘洛庄汉墓的政治解读》，《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2年。

《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年代及其研究意义》，《齐鲁文物》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济南郡治西迁历城原因暨新历城布局蠡测》，《济南文化论丛》第1辑，济南出版社，2012年。

http://www.acls.org/


The Underground Chamber of The Famensi Pagoda: Its Date,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Cahiers d'Extrême-Asie，

17,2010.

《济南赵家碑帖铺的6块书法摹刻碑》，《济南文化论丛》第4辑，济南出版社，2016年。

《济南：北方佛教文化的重镇》，《新华月报》2012年第5期。

《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2004年第8期。

《济南市闵子骞祠堂东汉墓》，《考古》2004年第8期。

《章丘洛庄汉墓发掘成果及学术价值》（与导师合作），《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济南郡治西迁历城原因暨新历城布局蠡测》，《济南文化论丛》，济南出版社2012年。

《济南市县西巷地宫及相关问题初步研究》，《东方考古》，2006年第12期。

主编《济南府学文庙现存碑刻文献》，参编《山东区域文化通览·济南文化通览》《济南出土文物精品集》《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东卷》等。

获奖情况：论文《济南市县西巷地宫及相关问题初步研究》获山东省第二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7年山东省考古学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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