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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老师 

韩格平 

姓 名： 韩格平 性别： 男            出生年月日 1955年4月4日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电话号码：（010）58803066（办）     电子信箱：hangp482@bnu.edu.cn 

主要学习简历： 
1979．9至1983.7，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3．9至1986.7，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4．9至1997.7，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获文学博士学位。 

出国经历： 
2003.3至2003.4 受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经教育部及东北师范大学推荐,赴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
大东文化大学、静嘉堂文库等考察23天。 
2004.10至2005.4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留学半年。 

主要工作简历： 
1970．12至1979.3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汽车第一团服役。 
1986．7至2001.1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助教、讲师（1988）、副教授（1992）、教授
（1997）、所长助理（1997）、所长（1999）、兼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主编（1999）、中国古代
文学博士生指导教师（2001）。 
2001．2至2004.3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主编，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004．8至今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教授(2008年9月,学校在原古籍研究所基础上组建古籍与
传统文化研究院,担任院长、教授 。 

主要教学工作： 
    1988年以来，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及博士生讲授《中国古籍注释学》、《中国古代文学文献》、
《〈昭明文选〉释读》、《〈文心雕龙〉释读》、《魏晋玄学与佛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
论》等十门课程，共指导硕士研究生39名，博士研究生10名。 

主要科研工作： 
1、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教委“八五”青年社科基金项目《竹林七贤诗文集的整理与研究》（1990年立
项，资助金额0.35万元） 
2、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教委“八五”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建安七子研究》（1993年立项，资助金额
0.6万元） 
3、独立承担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研究项目《魏晋四十六种散佚子书校笺》
（1999年立项，编号9905，资助金额2万元） 



  

  

  

  

  

  

  

  

  

  

  

  

  

  

  

  

  

  

  

  

  

  

  

  

  

  

  

  

4、主持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十五”期间重点科学研究项目《魏晋全书》（辑校）
（2001年立项，编号0117，资助金额20万元） 
5、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元代赋的全面整理与研究（2007年立项，编号
07JJD751073）》 

主要研究方向： 
1、 中国古典文献学：汉魏六朝文献、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中国古籍注释学 
2、 中国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先秦两汉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主要奖励： 
1、《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获1988-1991年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三等奖。 
2、《“止”在会意字中的表意作用》获吉林省政府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5年12月）。 

学术论文： 
1、《关于〈庄子〉注释中的几个问题——与谢祥皓、陈鼓应二位先生商榷》（第三作者）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2期 
2、《〈京口记〉残句辑注》……………………………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3期 
3、《〈王粲集注〉质疑》………………………………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4期 
4、《徐干〈中论〉版本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1期 
5、《北图藏黄丕烈跋本徐干〈中论〉》……………………………   《文献》1988年第4期 
6、《〈南朝五史人名〉索引疏漏几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 
7、《训诂学能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建国以来训诂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 
8、《〈登楼赋〉与所登之楼》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7月31日 
9、《汉赋今译浅议》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5期 
10、《〈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兼论〈竹林七贤论〉的文献价值》……………………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6期 
11、《“止”在会意字中的表意作用》……………………… 《古汉语研究》1993年增刊 
12、《程先甲及其〈选雅〉》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13、《关于高校中国古籍注释学学科构建的几点思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6期 
14、《〈阮籍集校注〉补正》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合刊 
15、《嵇康与嵇喜两组诗浅解》………………………………… 《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16、《〈文选·曹植·送应氏二首〉写作时间蠡测》…………………………《昭明文选与中 
     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 
17、《说“紫”》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 
18、《编纂大型古代断代文献总集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辑校〈魏晋全书〉为例》……  
      ……………………………《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2002、5 
19、《略论古籍注释中的逻辑思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 
20、《影宋本〈太平御览〉引〈诗经〉缀辑校理》……………………………………………  
       ………………《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 
21、《二十二子详注今译·前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 
22、《竹林七贤名义考辨》 …………………………………………《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23、《充实简要 便捷通俗——评张岳琦、张昕二先生〈诗词格律简捷入门〉》……………  
      …………………………………………………………………《新文化报》2003年6月20日 
24、《鉴赏式诗学批评艺术的建构——评沈文凡主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第一作者）  
      ……………………………………………………………《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 
25、《魏晋子书书名作者杂考数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6期 
26、《孙吴子书的政治取向及其对孙吴文学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 
27、《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魏晋著作述略——海外汉籍现状实例之一》……………………… 
      ……………………《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文出版社2005年7月 
28、《中国魏晋时期著作与〈魏晋全书〉》……………………《古籍整理学刊》2005年第6期 
29、《孙吴礼学概说》………………《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12月 
30、《曹植赋校释数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 
31、《魏晋散佚子书与魏晋文学》………………………《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七辑）《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32、王沂《伊滨集》校读札记……………………………………………………………………… 
      ………………《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3月 

学术著作： 
独撰： 
1、《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10月 
2、《中华儒学通典·仪礼释读》……………………………………… 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8月 
3、《中华道学通典·抱朴子内篇释读》……………………………… 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4月 
4、《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 
5、《建安七子综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 
6、《苏轼词选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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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元文·王沂》……………………………………………………凤凰出版社2004年12月 
合著： 
1、《张衡诗文选译》……………………………………………………… 巴蜀书社1990年6月 
2、《中华野史大博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8月 
3、《白话野史大观》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 
4、《古典精华》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  
5、《榴花梦》（校点）……………………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 
6、《〈古文观止〉注评》…………………………………………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7月 
7、《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主编： 
1、《二十二子详注今译》（1000万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2、《魏晋全书》（1500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一、二册 
        ……………………………………………………………………2008年11月出版三、四册 

任教授以来担任主要课程情况： 
98. 2—98. 7 《文心雕龙》释读 硕士生 40学时 
98．9—99．1 中国古籍注释学 硕士生 60学时 
99．2—99．7 魏晋子部文献 硕士生 40学时 
99．9—00．1 中国古籍注释学 硕士生 60学时 
00．2—00．7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概要 硕士生 60学时 
00．9—01．1 《文心雕龙》释读 硕士生 40学时 
01．9—02．1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概要 博士生、硕士生 60学时 
魏晋玄学与佛学 博士生 60学时 
02． 2—02.7 《文心雕龙》释读 硕士生 40学时 
中国古籍注释学 硕士生 60学时 
02．9—03．1 《昭明文选》研究 硕士生 40学时 
魏晋玄学与佛学 博士生 60学时 
03． 2—03.7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博士生、硕士生 60学时 
《昭明文选》研究 硕士生 40学时 
03． 9—04.1 汉魏六朝文献概要 硕士生 40学时 
魏晋玄学与佛学 博士生 60学时 
《文心雕龙》释读 硕士生 40学时 
04． 2—04.7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博士生、硕士生 60学时 
《昭明文选》研究 硕士生 40学时 

指导研究生名单： 
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生： 
96级 石磊              97级 冯方 闻瑞东    99级 聂丽娟      00级 刘海凤 林海鹰        
01级 蒋洪冰            02级 沈薇 马洪雁 姜晓莉              03级 曹冬栋 韩丽晶 张彦妮 
04级 蔡霞 王晶 游金云  05级 韩璐 袁敏                       06级 吴恺夫 刘炳瑞 赵妍 
07级 王天然 王振华     08级 周鹏 唐正波 杜春雷              09级 杨元美 赵文彬 
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 
01级 高淑平 艾群 段锐立 孟庆茹        02级 李柏 任秀馨 马达 马洪莉 
03级 季南 李红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 
01级 王大恒           02级 王力波 刘兵 孙世洋               03级 石磊 
06级 李柏             07级 方韬                            08级袁敏 
09级 马鸿雁 

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19层 
邮编：100875  Email: lytrue0924@sohu.com    电话:010-58808320 传真:010-58800567 

版权所有：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设计制作：罗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