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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出生： 1970年3月 

职务：

所在部门： 清史研究室 

研究方向： 清史思想史

离退：

文章搜索文章搜索文章搜索文章搜索 

 关关字 检索

相相相相关关关关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 中国社会科…[2007-12-11] 

� 中国社会科…[2007-7-24] 

� 中国社会科…[2007-4-10] 

� 中国社会科…[2007-4-5] 

� 毕沅学术人…[2007-3-23] 

� 中国社会科…[2006-12-12] 

� “清史学科…[2006-11-17] 

� 清史研究室…[2004-10-6] 

� 中国社会科…[2004-10-4] 

个个个个人剪影人剪影人剪影人剪影

没有图片

 

                        简简简简        介介介介

山东任城人。2000年6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古代思想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

学位。2000年7月至今，就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现为副研究员。研治清代学术思想

史，尤以清代三礼学为主攻方向。参加的集体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乾嘉学派研究”；个人

课题为历史所重点课题“三礼馆与乾隆初叶的学术走向”。主要代表作《清初三礼学》，由社科文献出

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合著有《儒家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2000年3月版）、《中国之伦理精神》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旷世大儒――顾炎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落拓

狂傲湖涂睿智――郑板桥的“狂”“怪”人生》（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版）等。发表《顾炎武

“明道救世”礼学思想析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3期）、《淩廷堪生年考》

（《清史研究》2002年1期）、《清代礼学思想之演进》（《清史论丛》2002年卷）等学术论文20余

篇。2001年6月，随本院科研局应台湾“中国大陆研究会”之邀组织的“青年学者交流团”，赴台湾进

行学术交流。 

 

      成果一成果一成果一成果一览览览览

标  题 作  者 发表单位 发表时间

2001年清史研究综述 林存阳
中国史研究动

态 
2002年第8期 

帝王名号在政治运作中的体现 林存阳 中国书院第3辑 2000年卷 

方苞三礼学论析 林存阳

2001清史论

丛，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 

2001年 

顾炎武“明道救世”礼学思想析论 林存阳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学

报 

2000年第3期 

胡培与《仪礼正义》 林存阳 2003清史论丛 2003年 

胡培与《仪礼正义》 林存阳

2003-2004清史

论丛，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 

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析

论 
林存阳 浙江社会科学 2001年第5期 

礼法之治：维系清代王权的一种政治理念 林存阳 王权与社会—

—中国传统政

200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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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研究，

崇文书局 

李塨理学思想探析 林存阳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学

报 

2003年第4期 

凌廷堪生年小议 林存阳 清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 林存阳 史苑第11期  2005-8-1 

陆世仪治学取向与对礼的体认 林存阳 聊城大学学报 2002年第1期 

乾嘉学术编年 

陈祖武主编 参加人：林存阳、

汪学群、高翔、吴伯娅、李华

川、杨海英 杨艳秋、陈连营、

杨朝亮、 曹江红、袁立泽等

河北人民出版

社 
2005-1-1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林存阳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人文社

科版） 

2005年第4期 

清安溪李氏三礼学 林存阳 2000清史论丛 2000年 

清初三礼学 林存阳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2年12月 

清初诸儒整合公私观念的一种体认——从

礼说起 
林存阳

公私观念与中

国社会论文

集，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3年 

清代礼学思想之演进 林存阳 2002清史论丛 2002年 

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

综述 
林存阳

中国史研究动

态 
2002年第1期 

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述略 
林存阳

中国社会科学

院院报 

2001年10月25

日 

苏州紫阳书院与清代学术变迁——以钱大

昕为研究视角 
林存阳 中国史研究 2005年第4期 

孙诒让与《周礼正义》 林存阳 清史论丛 2005年号 

拓展清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清代政治

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林存阳 人民日报 

2001年10月13

日 

西汉礼学论略 林存阳 聊城大学学报 2003年第5期 

颜元礼学思想探析 林存阳 炎黄春秋增刊 2002年9月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林存阳 齐鲁学刊 2001年第1期 

中国之伦理精神 林存阳(合著)
四川人民出版

社 
2000年6月 

 

 

 

        承承承承担担担担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三三三三礼礼礼礼馆馆馆馆””””与与与与乾隆初乾隆初乾隆初乾隆初叶叶叶叶的的的的学学学学术术术术走向走向走向走向        林存阳 2002立项    未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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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重点项目    计划2005年完成

 

        学学学学术术术术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2001年6月14日（8天）    随院青年学术访问团进行青年学者交流

      个个个个人文集人文集人文集人文集

� 尚未添加学术文章 

毕沅学术人生简编 [200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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