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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个个人信息人信息人信息人信息 

性别： 男

出生： 1957年7月 

职务： 研究室副主任 

所在部门： 思想史研究室 

研究方向： 思想史

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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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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9-20] 

� 中国社会科…[2007-1-19] 

� 评审我所推…[2006-10-4] 

� 中国社会科…[2006-10-4] 

� 中国社会科…[2006-10-4] 

� 中国社会科…[2006-10-4] 

� 中国社会科…[2006-10-4] 

� 获所科研奖…[2004-10-16] 

� 我所研究人…[200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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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滦南县。1982年1月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7年

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思想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7年7月来历史研究所思

想史研究室工作，1994年始为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1996年始为副研究员，2005年任研究员。在思想史

领域内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当代文化思潮、《诗经》思想与诠释、西方中国思想史

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60余篇，出版译著三部。代表作为：《先秦诸子无为思想的演进》（《学

人》，第6辑，1994年），《解析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学人》，第11辑，1996年），《亚

洲价值、西方价值与全球价值争论的实质》（《当代韩国》，1996年秋季号），《〈诗经〉在汉代的文

化功能――齐、鲁、韩、毛四家诗辨析》（《中国哲学》，第22辑，2000年）与译著《论道者――中国

古代哲学论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目前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社科院重点研究项目

《中国经学思想史》中“《诗经》思想史”的撰写工作。1992年9月至10月为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

1992年10月至1993年3月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1997年11月至1998年8月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

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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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云”时代——《诗经》在先秦的

文化功能 
张海燕 国际儒学研究 1998第4期 

“诗云”时代——《诗经》在先秦的文化

功能 
张海燕 国际儒学研究 1997年第4期 

“无为”说种种 张海燕 光明日报 
2004年2月10

日 

“亚洲价值、西方价值与全球价值”争论

的实质 
张海燕 当代韩国 1996年秋季号 

《诗》言志与意义哲学 张海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3年10月30

日 

《诗经》在汉代的教化功能——齐鲁韩毛

四家《诗》学合论 
张海燕

中国哲学第22辑，辽宁教

育出版社 
2000年 

《诗经》在汉代的文化功能 张海燕 中国哲学第22辑 1999年 

《诗经》在先秦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变迁 张海燕 燕山大学学报 2001年第3期 

2000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概况 张海燕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1年第7期 

艾兰博士的汉学研究 张海燕 世界汉学创刊号 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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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兰的汉学研究及其方法特色 张海燕
国际汉学漫步，河北教育

出版社 
1997年 

传统与人文——中国思想史论集 张海燕 香港中国三贤出版社 2005-10-1 

从儒道互补看“大同”与“小康” 张海燕 研究生论坛第14期 2003年 

大同与小康 张海燕 光明日报 2004年3月2日 

道可道，应该道 张海燕 光明日报 2004年8月3日 

东亚儒家文化区“比较研究” 张海燕 国外社会科学 1989年第5期 

读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张海燕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0年第7期 

杜威的历史方法及胡适对它的诠释与应用 张海燕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

第2辑 
2005-11-1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海燕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2年第1期 

葛瑞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张海燕 世界汉学 1998年第2期 

葛瑞汉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张海燕 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 2000年 

公正与私情之间 张海燕 光明日报 2005-2-8 

郭店楚简的出土对思想史研究的推动 张海燕
天津社会管理干部学院院

刊 
2000年第7期 

郭店楚简与思想史研究 张海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 2000年7月8日 

近年儒学研究的热点及问题 张海燕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6年第7期 

近年有关儒学的讨论 张海燕 光明日报 1999年1月1日 

经典崇拜与道德自觉——朱熹《诗》学析

论 
张海燕 中国哲学第23辑 2001年 

经典注释文本与流行版本的异同——以

《四库全书》本皇侃《论语义疏》为例 
张海燕 世界汉学 2005年第3期 

老子西走与老子西传 张海燕 光明日报 2004年9月7日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英]葛瑞汉著、张

海燕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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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获奖获奖获奖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水之道水之道水之道水之道与与与与德之端德之端德之端德之端（（（（译译译译著著著著））））                [美]艾兰著、张海燕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 获历史研究所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3）

 

        承承承承担担担担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诗经诗经诗经诗经》》》》与与与与先秦思想先秦思想先秦思想先秦思想        张海燕 2001立项    未结项

·所重点项目    计划2004年完成

 

        学学学学术术术术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1992年9月10日（1个月）    赴荷兰考察关于西方汉学研究现状及思想史、城市史研究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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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10日（4个月）    应邀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远东系，收集资料及学术交流

1997年11月25日（6个月）    赴英国伦敦大学就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中国古代哲学论著进行研究

（王宽诚基金会项目）

      个个个个人文集人文集人文集人文集

 

� 未发表过本所信息文章  

� 尚未添加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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