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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程安排

八月十八日 全天

会议报到 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大厅

晚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八月十九日 上午

08:20—09:00 开幕式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09:00—09:20 合影 茶歇 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前

09:20—10:35 大会报告第一场（上）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0:35—10:45 茶 歇

10:45—12:00 大会报告第一场（下）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2:20—13:30 午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下午

14:30—18:00 分组报告（一）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309室

分组报告（二）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402室

分组报告（三） 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 区 409室

18:00—19:20 晚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八月二十日 上午

08:30—09:45 大会报告第二场（上）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09:45—10:05 茶歇

10:05—11:05 大会报告第二场（下） 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1:05—11:15 茶 歇

11:15—12:00 闭幕式

12:30—13:30 午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14:30—17:30 学术考察 甘肃省博物馆

18:00 晚 餐 专家楼餐饮中心

八月二十一日

与会专家离会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

二 线上参会方式
本次会议开幕式、大会报告（两场）与闭幕式全程以腾讯会议的形式进行线

上直播，会议将在主用会议号上进行直播，如有特殊情况，将启动备用会议号。

以下是腾讯会议二维码及会议号：

开幕式、大会报告第一场：

闭幕式、大会报告第二场:

主用会议号：825 928 929
密码：666666

备用会议号：353 411 636
密码：666666

主用会议号：903 840 369
密码：666666

备用会议号：122 234 470
密码：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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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议程

8月 19日 嘉宾致辞 主持人

开幕式

8：30—9：1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

厅）

1.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高年教授致辞

2.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致辞

3.韩国江陵原州大学金白铉教授致辞

4.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致辞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院长

教授

9：10—9：30 合影（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门前）

8月 19日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大会报告

第一场

（上）

9：30—10：4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

厅）

先秦诸子产生的地域性与道家思想的形成

报告人：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伏俊琏

西华师范大学

教授

评议人

宁镇疆

上海大学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 15分钟，评议

人总评议 10 分

钟）

六论“新子学”

报告人：方 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陶渊明《形影神》的思想渊源

报告人：孙明君（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新子学

报告人：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10:40—10:50 茶歇

大会报告

第一场

（下）

从比较老子与孔子视野下来看韩国传统思想

报告人：金白铉（韩国江陵原州大学校教授）

主持人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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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00

（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发展中

心二楼报告

厅）

评议人

孙明君

清华大学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 15分钟，评议

人总评议 10 分

钟）

论战国楚竹书《子羔》为孔子学说之嫡传

报告人：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南宋永嘉的诸子学（线上）

报告人：山田俊（日本熊本县立大学教授）

由老孔先后问题说到诸子学的开新

报告人：宁镇疆（上海大学教授）

12:00 午餐、午休

分组讨论（第一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402室

8 月 19日

下午

2：30—4：10

第一组

（A场）

报告与评议 主持人

《庄子》“大美”与爱默生“自然美”的共通性：原始内涵与物

象表达

报告人：贾学鸿（扬州大学教授）

评议人：李桂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教授）

主持人

刘 洁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黄蕉风

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助理教授

（报告 10分钟，评

议 3 分钟）

“新子学”视野下的兵学创新刍论

报告人：李桂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教授）

评议人：贾学鸿（扬州大学教授）

周汉子学批评的四类向度与当代“新子学”界定的四种理路

报告人：张 耀（宁波大学讲师）

评议人：黄蕉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

“新子学”视野下的墨家“宗教性”研究——以墨家“天鬼观”

及其神论模式为例

报告人：黄蕉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

评议人：孙 广（中山大学助理研究员）

儒学子学化：“新子学”儒学叙事的反思与重构

报告人：孙 广（中山大学助理研究员）

评议人：张 耀（宁波大学讲师）

“新子学”视野下《老子》《孟子》思想的共通性——以政治论

为中心

报告人：刘 洁（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王泽宇（上海电机学院讲师）

4：10—4：20 茶歇

四论、五论“新子学”的再探讨——兼论“《子藏》学”对于《汉》

《隋》二志的超越

报告人：王泽宇（上海电机学院讲师）

评议人：郝 雨（上海大学教授）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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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日

下午

2：30—4：10

第一组

（B场）

主持人

王小虎

南昌大学

副教授

刘阳杰

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

（报告 10分钟，评

议 3 分钟）

“新子学”：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源与内核精神力

报告人：郝 雨（上海大学教授）

评议人：刘 洁（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

综合创新：“新子学”视野下孟子研究的理论思考——以研究视

角和方法的递嬗变化为中心

报告人：王小虎（南昌大学副教授）

评议人：伏雪芹（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论《列女传》传、颂、图之间的关系

报告人：伏雪芹（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评议人：王小虎（南昌大学副教授）

二十世纪新子学的发轫与奠基——论梁启超与“新韩学”研究

报告人：刘阳杰（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评议人：张永祥（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反者道之动：汉代儒道之争与新子学的超越之路

报告人：张永祥（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刘阳杰（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下午 6:00 晚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分组讨论（第二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309室

8 月 19日

下午

2：30—4：10

第二组

（A 场）

报告与评议 主持人

清人辑法家类佚籍探论（线上）

报告人：陈惠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

评议人：赖升宏（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助理教授）

主持人

王志翔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曾建华

扬州大学

讲师

（报告 10 分钟，评

议 3 分钟）

如何理解“新子学”：《庄子·内篇》中孔、老、庄的历史关系与

当下启示

报告人：方 达（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评议人：王志翔（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孔子问礼于老子考——基于先秦养老文化与春秋问礼现象

报告人：王志翔（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评议人：方 达（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院）

“孔子问礼老子”——“天下归仁”与“天道玄德”两种思路的激

荡与意义（线上）

报告人：赖升宏（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助理教授）

评议人：陈惠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

“新子学”视阈下的“孔老关系”：对孔老“典故”的叙事学还原

报告人：曾建华（扬州大学讲师）

评议人：李小白（河南师范大学讲师）

帝制时代王权主义思维下孔老的历史定位

报告人：李小白（河南师范大学讲师）

评议人：曾建华（扬州大学讲师）

4：10—4：20 茶歇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6

8 月 19日

下午

4：20—6：00

第二组

（B场）

《乐记》的文本渊源与思想主旨——基于类书佚文与出土文献的互

证研究

报告人：高晓锋（中南大学讲师）

评议人：陈丹奇（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主持人

刘思禾

东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高晓锋

中南大学

讲师

（报告 10 分钟，评

议 3 分钟）

释子——兼及子学的性质

报告人：刘思禾（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评议人：王 淼（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

“稽式”下的“自然”观

报告人：王明芳（西北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马群懿（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战国竹简儒家文献的“异篇同卷”形态与编纂意图

报告人：陈丹奇（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评议人：高晓锋（中南大学讲师）

别于《论语》《孟子》——《荀子》中“尧舜不并称”现象考论

报告人：王 淼（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刘思禾（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民国《韩非子》序跋对法家的重新发现——兼论其韩学史意义

报告人：马群懿（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王明芳（西北大学博士生）

下午 6：00 晚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分组讨论（第三组）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致公楼 B区 409室

8月 19日

下午

2：30—4：10

第三组

（A场）

报告与评议 主持人

试论“新子学”的道德生态特征

报告人：张洪兴（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评议人：朴荣雨（韩国成均馆大学研究员）

主持人

赵永刚

贵州大学

副教授

杨治中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博士

（报告 10分钟，评

议 3 分钟）

《郑堂读书记》对《四库全书总目》之举正探析——以子部儒家类

提要为考察中心（线上）

报告人：黄智明（台湾元智大学助理教授）

评议人：杨治中（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

内外相合：从经典诠释的角度看《庄子》内七篇“化”之思想的现

代意义

报告人：杨治中（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

评议人：黄智明（台湾元智大学助理教授）

朝鲜半岛《孟子》学特色论析

报告人：赵永刚（贵州大学副教授）

评议人：白晓雪（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朝鲜成俔《浮休子谈论》对先秦子书书写观念的继承

报告人：白晓雪（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赵永刚（贵州大学副教授）

义理面前平等——刘向的经子观

报告人：魏倩倩（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藏 岩（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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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春秋》学及其意义探析

报告人：藏 岩（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魏倩倩（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

4：10—4：20 茶歇

8月 19日

下午

4：20—6：00

第三组

（B场）

从“隐喻投射”观点分析《庄子》“游”的两种特征（线上）

报告人：朴荣雨（韩国成均馆大学研究员）

评议人：张洪兴（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刁生虎

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

吴剑修

武汉大学

讲师

（报告 10分钟，评

议 3 分钟）

“壹”与“通”：《中庸》“诚明”考辨

报告人：吴剑修（武汉大学讲师）

评议人：张 磊（西北政法大学讲师）

庄子对狭义人文的反出

报告人：张 磊（西北政法大学讲师）

评议人：吴剑修（武汉大学讲师）

模拟之风与魏晋子书的著述风尚——以徐干《中论》为例

报告人：丁文魁（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孙 洁（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执笔以虚，由梦体道：《列子》中梦的书写

报告人：孙 洁（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贺馨雨（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明中晚期《晏子春秋》评本新变——兼论明中晚期知识传播与文化

下移

报告人：贺馨雨（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评议人：丁文魁（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下午 6:00 晚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8月 20日 报告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与评议

大会报告

第二场

（上）

8：30—9：40

（西北师范

大学教师发

展中心二楼

报告厅）

越南黎贵惇《云台类语》的气论（线上）

报告人：王俊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主持人

李桂生

广西民族

师范学院

教授

评议人

张洪兴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 15分钟，评议

人总评议 10 分

钟）

《韩非子》文本问题的再认识

报告人：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诸子学研究的转向——再论“新子学”的意义

报告人：张 涅（西安翻译学院教授）

《老子》第二章隐埋的义理

报告人：劳悦强（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

9:40—9:50 茶歇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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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30，与会专家参观甘肃省博物馆；下午 6:00，晚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大会报告

第二场

（下）

9：50—11：

00

（西北师范

大学教师发

展中心二楼

报告厅）

传统诸子学中的普适价值及“新子学”的学术使命

（线上）

报告人：欧明俊（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

郝 雨

上海大学

教授

评议人

贾学鸿

扬州大学

教授

（每位报告人发

言 15分钟，评议

人总评议 10 分

钟）

荀子所言《春秋》考辨

报告人：董芬芬（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庄子“畸人”说及其身体哲学

报告人：刁生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五行”与天道——孟子学术与数术渊源

报告人：李 华（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8月 20日 闭幕式（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主持人

第一阶段

分组讨论

汇报发言

11：00—11：

40

第一组：张 耀（宁波大学讲师）

第二组：方 达（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第三组：陈丹奇（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王 浩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第二阶段

11：40—12：

00

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作大会总结

12：00 午餐（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餐饮中心）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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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参会学者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白晓雪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陈丹奇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陈惠美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副教授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刁生虎 中国传媒大学 教 授

丁文魁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方 勇 华东师范大学 教 授

方 达 华东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伏俊琏 西华师范大学 教 授

伏雪芹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韩高年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高晓锋 中南大学 讲 师

郝 雨 上海大学 教 授

黄智明 台湾元智大学 助理教授

黄蕉风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助理教授

贺馨雨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贾学鸿 扬州大学 教 授

金白铉 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 教 授

赖升宏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副教授

劳悦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 副教授

李桂生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教 授

李 华 山东师范大学 教 授

李小白 河南师范大学 副教授

刘海涛 贵州师范学院 教 授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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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洁 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刘思禾 东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刘阳杰 西北师范大学 讲 师

吕 芳 扬州大学 博士生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马群懿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欧明俊 福建师范大学 教 授

宁镇疆 上海大学 教 授

朴荣雨 韩国成均馆大学 教 授

山田俊 日本熊本县立大学 教 授

孙 广 中山大学 助理研究员

孙明君 清华大学 教 授

孙 洁 西北师范大学 博 士

王俊彦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教 授

王 淼 四川师范大学 博士生

王明芳 西北大学 博士生

王小虎 南昌大学 副教授

王志翔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王泽宇 上海电机学院 讲 师

魏倩倩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博士生

吴剑修 武汉大学 讲 师

徐卓聪 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 辑

杨治中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博士生

叶玮松 南京大学 博士生

曾建华 扬州大学 讲 师

藏 岩 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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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涅 西安翻译学院 教 授

张洪兴 东北师范大学 教 授

张永祥 南阳师范学院 副教授

张 耀 宁波大学 讲 师

张 磊 西北政法大学 讲 师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 教 授

赵永刚 贵州大学 副教授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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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市内交通

尊敬的与会学者：

欢迎您来到金城兰州！本次会议的住宿地点是西北师范大学专家

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位于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正门以东约

50米。根据您抵达兰州的站点，可以选择以下交通方式：

1.目的地：兰州站

（1）地铁公交出行：

①乘坐地铁 2号线（兰州火车站 C口进站，往东方红广场方向），

至东方红广场站换乘 1号线（往陈官营方向），至西站什字（B口）

出站换乘 BRT1路，在西北师大站下车后抵达。全程约 54分钟。

②乘坐 131路公交车（火车站东出站口公交站），至终点站培黎

广场下车，过马路向西步行 300米抵达。全程约 1小时。

（2）的士出行：兰州站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35分钟。

2.目的地：兰州西站

（1）地铁公交出行：乘坐地铁 1号线（往东岗方向），至西站

什字（B口）出站换乘 BRT1路，在西北师大站下车后抵达。全程约

37分钟。

（2）的士出行：兰州西站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20分钟。

3.目的地：中川国际机场

（1）城铁公交出行：

①在 T2航站楼中川机场站乘坐城际铁路（可在 12306App上提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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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预定 8月 18日车票），至兰州西站下车。乘坐地铁 1 号线（往东

岗方向），至西站什字（B口）出站换乘 BRT1路，在西北师大站下

车后抵达。全程约 1小时 20分钟。

②在 T2航站楼乘坐机场巴士 3号线，至金牛街站下车，步行 1.5

公里抵达。全程约 1小时 50分钟。

（2）出租车出行：中川机场乘坐出租车，非高峰约 1小时。

祝您来程顺利！如有问题请联系会务组人员。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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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与会提示

尊敬的与会学者：

欢迎您来到百廿学府西北师范大学，参加“第十届‘新子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为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请您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

项：

（一）本次会议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正式开始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3年 8月 19日

上午 8:20，会议地点为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教师发展中心与文学院

（致公楼 B区）。

（二）会议期间，早餐开始时间为 7:00，就餐地点在专家楼餐饮

中心，就餐时请您出示早餐券。中餐、晚餐由会务组安排，就餐时请

您出示会务餐券；外出就餐时注意餐饮卫生。

（三）兰外专家学者住宿地点安排在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位于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内。因学校其他校门设

有门禁，请您在专家楼大门进出校园。（兰内专家不安排住宿）

（四）教师发展中心及文学院（致公楼 B 区）会场内均设有多

媒体设备，小组讨论时您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制作 PPT，会务组工作人

员会提前与您沟通，协助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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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兰州市早晚温差较大，请各位专家学者根据具体情况准备

合适衣物。如身体有任何不适，请及时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现将

8月 18日—21日天气状况提供如下，以供参考。

（六）会议期间如有问题请联系会务负责人：

刘阳杰（18109461662） 王志翔（13893166789）

伏雪芹（17844651286）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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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区平面图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住宿、报到 教师发展中心：开、闭幕式、大会报告

致公楼 B区：分组讨论专家楼餐饮中心：早、中、晚餐

第十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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