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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崇武 

 
    魏崇武，男，生于1967年7月，广东惠阳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学术论文 

1. 李孟略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增刊 
2. 赵复理学活动述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年第3期转载） 
3. 赵复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意义和贡献……………………………………《殷都学刊》1995年第2期 
4. 金代儒学发展略谈……………………………………………《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年第2期转载） 
5.《天净沙·秋思》片谈……………………………………………………《名作欣赏》1995年第4期 
6. 金元之际北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语文学刊》1996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年第7期转载） 
7.“节”的历史考察之一 ── 先秦时期………………………………《殷都学刊》1996年第2期 
8.金代理学发展初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新华文摘》2000年第10期“论点摘编”） 
9.对《元好问在真定路行迹一则》的补说……………………………………《文献》2001年第3期 
10.《四库全书》之《贞素斋集》“提要”辨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1.舒頔诗文集版本源流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专刊 
12.新时期以来大陆地区的元代理学与文学关系之研究………[香港]《新亚论丛》2003年第3期 
13.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的元代理学研究…………………… [香港]《新亚论丛》2004年第1期 
14.封龙、苏门二山学者与蒙元初期的学术和政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3期转载） 
15.20世纪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述评（上、下）……………………《哲学动态》2004年第3/4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哲学》2004年第11期转载） 
16.20世纪的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研究述评………………………………《东方论坛》2004年第4期 
17.略论金末元初李俊民的散文……………………………………[香港]《新亚论丛》2005年第1期 



18.光明俊伟，尚新求变——略论金末元初杨奂的散文…………………《殷都学刊》2005年第3期 
19.论耶律楚材的散文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0.论家铉翁的思想特征——兼论其北上传学的学术史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1.江南遗老瀛边客——家铉翁被元朝羁縻河间的日子…………………《文史知识》2006年第7期 
22.家铉翁受羁河间考述……………………………………………[香港]《新亚论丛》2006年第1期 
23.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史学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人大复印材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 
24.金末元初杨弘道散文片论………………………………………………《励耘学刊》2007年第2辑 
25.也论“苏学盛于北”………………………………………………《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6.许衡《与窦先生书》考论……………………………………………………《文献》2008年第2期 
27.“儒户”与蒙元初期的文学功用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9年第1期转载) 
28.元世祖及成宗时期的儒吏关系…………………………………………《文史知识》2008年第12期 
29.《南村辍耕录·征聘》辨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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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版) 
30.宋元时期文气观略论………………………………………………《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6期 
31.胡祗遹诗文集版本源流考（合作）…………………………………《民俗典籍文字论丛》第5辑 
                                                      （商务印书馆2009年10月版） 
32.略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佛关系……………………………………《兰州学刊》2009年第10期 
33.论元好问“避难南渡”时期的散文创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 

二 其它文章 

1.普及类： 

(1) 说“燕京八景”…………………………………………………《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2期 
(2) 元散曲二首讲解…………………………………………………《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第14期 
(3)《天镜园》赏析…………………………………………………《中华活页文选》2000年第2期 
(4)《朱楚生》赏析…………………………………………………《中华活页文选》2000年第5期 
(5)《荷花荡》赏析…………………………………………………《中华活页文选》2000年第9期 

2.资料类： 

(1) 赵复事迹编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 
(2) 2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元代汉文古籍整理书目（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 

3.译文类： 

元代理学家吴澄（译文）…………………………………………[香港]《新亚论丛》2002年第1期 

4.会议纪要类： 

(1)“元代文化研究暨《全元文》编纂研讨会”纪要……………《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元代文化研究暨《全元文》编纂研讨会”综述…………………《殷都学刊》2004年第2期  

三 著述 

1.独著： 

(1)《唐宋散文八大家散文总集·曾巩集》（校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 
(2)《张宗子小品》（选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8月 

2.合著： 

(1)《胡祗遹集》（点校，与周思成合作）…………………………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 
(2)《欧阳玄集》（点校，与刘建立合作）…………………………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12月  

3.主编或协编: 
   《全元笔记》（点校，任副主编）………………………………………………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4.参编： 
(1)《元曲精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0月 
(2)《元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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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12月 
                                （此书获得199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4)《全元文》（1－6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12月 
                        （此书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5)《全元诗》（1—66册，独立完成6册）……………………………………………中华书局即出 

四 科研项目 

（一）独立承担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青年项目《蒙元时期北方理学研究》（项目号：01JC720005）；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藏》 子课题《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点校） ； 
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藏》 子课题《滹南遗老集》（点校） ； 
4.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元诗全编》子课题《方回诗集》（点校）； 

(二)合作  
1.国家出版总署古籍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元人别集丛刊》之《胡祗遹集》(点校)； 
2.国家出版总署古籍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元代别集丛书》之《欧阳玄集》（点校）； 
3.国家出版总署古籍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元代别集丛书》之《李俊民集·杨奂集·杨弘道
集》（点校）； 
4.国家出版古籍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全元笔记》（点校）；  
5.古委会“七五”重点项目《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主要参加者； 
6.古委会“八五”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全元文》，主要参加者； 
7.国家出版总署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全元诗》，点校《桐江续集》； 

五 教改项目 
（一） 校级项目“研究生论文写作与学术报告能力培养”（2005—2007），主持人； 

六 参加学术会议 

1.1998年9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与中国元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
讨会”； 
2.2002年7月，湖北武汉，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
学者研讨会”； 
3.2006年8月，山西陵川，山西大学文学院、三晋文化研究会等联合举办的“中国陵川郝经暨金元文化
学术研讨会”； 
4.2007年6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元代文献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5.2007年8月，山西忻州， 忻州师范学院、元好问学会、辽金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元好问逝世
750周年暨第五次元好问国际学术研讨会”； 
6.2007年11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全元文》编委会、
《全元诗》课题组联合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7.2009 年9月，北京怀柔，中国辽金文学学会、《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社主办的“中国辽金文学学会
第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8.2009年10月，河南安阳，河南省古代文学学会主办、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承办的“中原文化与近古
文学学术研讨会”； 

七 学术兼职 

1.《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主编 
2.香港《新亚论丛》编委。 
3.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4.元好问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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