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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紫禁城建成 600 年。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

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不仅拥有中国古代最宏伟的宫

殿建筑群，而且现有藏品总量已达 180 余万件（套），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信息和传统文化精神。

故宫博物院一直以来致力于对明清历史文化研究，近年来，研究

领域涉及明清历史文化、档案文献、典章制度、宫廷史事、典藏文物、

建筑园林、文学艺术等方面。为纪念紫禁城建成 600 年，我们联合中

国历史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和旅游部

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

会共同举办《紫禁城建成 600 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论坛

邀请海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历年来规模

最大、涵盖领域最广的国际学术研讨，必将明清历史的学术研究推向

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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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主席：王旭东

组织委员会副主席：朱诚如、赵国英

委 员：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王 博（北京大学副校长）

    彭 刚（清华大学副校长）

    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崔建飞（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

    孙森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

    李 季（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
大会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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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
大会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朱诚如

学术委员会副主席：赵国英

委 员：赫治清（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吕 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马大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陈支平（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王子林（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

    中见立夫（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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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尊敬的各位代表：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参加“紫禁城建成 600 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我们

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一、主办单位：

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和旅

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

二、会议议题：

明代国家治理研究

清代国家治理研究

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

明清宫廷建筑与艺术研究

明清文物典藏研究

三、会议时间：

2020 年 10 月 11 日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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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地点：

故宫博物院（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 4号）

北京国际饭店（建国门内大街 9号）

五、就餐：

会议期间，全程在北京国际饭店用餐。

六、乘车：

各位嘉宾根据论坛分组情况，按照对应的车号乘车。

七、注意事项：

1、论坛期间，请您按照日程安排，准时出席；请您随身佩戴代表证，凭证件参

加会议及相关活动。

2、防疫注意事项：疫情期间请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康宝等防控

措施，室内会场建议全程佩戴口罩。

3、故宫博物院内安全须知：

● 请不要吸烟，不要携带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

● 会议期间，请在指定区域参加活动；

● 未经故宫管理部门允许，请勿在故宫非开放区域拍照、录像及上传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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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务组人员

筹备组：

组 长：王子林  13691109316

副组长：于庆祥  13521631007

    张 露  13520688711

    马玥佳  13811079915

成 员：左远波  13161930066

    徐华烽  15116991973

    项坤鹏  13811308462

    多丽梅  18611750702

    谭浩源  13581689518

    栾 林  15120096429

    隋晓霖  15810319903

    杨 安  15010995879

协作组：

王兆仁（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主任）

王凤山（故宫博物院工会办公室主任）

田 新（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部主任）

苏 怡（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主任）

赵连江（故宫博物院保卫处处长）

赵怀军（故宫博物院行政处处长）

冯 辉（故宫博物院文创事业部主任）

刘 辉（故宫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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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论坛联系人：

第一组 许冰彬  13691433081

第二组 张剑虹  18301066450

第三组 陈文曦  13520023836

第四组 王 莹  15711139629

第五组 李延彦  13161685313

第六组 杨 杨  18010071235

第七组 王克瑞  15501156635

第八组 吕冠军  1511009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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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

13:00 以后 会议代表报到

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

09:00-11:30 开幕式

14:00-17:30 学者论坛

202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

全天 分组论坛

202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

09:00-11:00 闭幕式

13:00 以后 嘉宾离会

总体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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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

13:00 以后 参会嘉宾凭请柬报到，入住北京国际饭店，领取论坛资料。

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

开幕式

时 间：09:00-11:30

地 点：故宫博物院报告厅

主持人：赵国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09:00-09:40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致辞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致辞

文化和旅游部领导讲话

09:40-09:55 前往西北角楼、合影留念

10:00-11:30 学术报告

主持人：朱诚如（故宫博物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作主旨报告

    朱诚如教授主题发言：明清家国同构视域下的紫禁城历史功用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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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坛（每位嘉宾发言不超过 15分钟）

时 间：14:00-17:30

地 点：故宫博物院报告厅

主持人：朱诚如

发言人  题目

赫治清  清代国家治理与“康乾盛世”

欧阳哲生 北京之殇——1860 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

吕 舟  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思考

黄兴涛  清朝时期“中国”作为国名的现代转换及其政治意义

陈支平  开展建文帝研究的文化意义

李国强  从清朝舆图看海疆经略

任万平  宝物永藏——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多元价值

马大正  清朝前期边疆治理三大政策述论

李国荣  明清档案整理刊布的百年回望与学术贡献

方志远  鸡缸杯与明代成弘年间的朝野生活

田 澍  多民族国家治理视阈下的明朝迁都北京

李 帆  “遗老”视角下的清代学术史

     ——以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为核心的论析

常建华  清嘉庆朝宗室移居盛京问题新探

罗 布  十七世纪前后蒙藏关系史的背景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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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

9:00-10:30 分组论坛

10:30-10:45 茶歇

10:45-12:00 分组论坛

14:00-15:30 分组论坛

15:30-15:45 茶歇

15:45-17:00 分组论坛

202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
闭幕式（每位嘉宾发言不超过 15分钟）

时 间：09:00-11:00

地 点：故宫博物院报告厅

主持人：赵国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各组推荐一名代表发言，共八名

大会总结：朱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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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论坛

第一分会场

地 点：国际厅 1 号

主 题：明清国家治理研究

    明清文物典藏研究

主持人：范金民 倪玉平

与会嘉宾：（38人）

赵世瑜、彭 勇、倪玉平、刘文鹏、成崇德、常越男、周喜峰

罗冬阳、冯贤亮、魏 敏、陈支平、陈春声、方志远、赵中男

李成燕、马大正、黄兴涛、郭华瑜、许冰彬、李文益、范金民

万  明、苏德毕力格、李晨哲、李天垠、张淑娴、曹振伟

卓媛媛、朱赛虹、李逢源、李文君、冯小琦、杨丹霞、李焯然

徐 泓、黎志刚、巴斯蒂、吴志良

联系人：许冰彬 1369143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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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

地 点：国际厅 2 号

主 题：明清国家治理研究

    明清文物典藏研究 

主持人：张冠梓 陈 锋

与会嘉宾：（38人）

杨艳秋、何朝晖、仲伟民、刘仲华、喻大华、马斗成、张海英

王卫平、钱茂伟、王日根、李庆新、陈宝良、邓前程、罗 布

聂红萍、赫治清、赵轶峰、陈 跃、左远波、张剑虹、于庆祥

马顺平、宋仁桃、张冠梓、郭润涛、陈 锋、张利锁、关雪玲

赫俊红、白十源、李士娟、王 治、张长虹、范德康、库珀斯

沈 辰、賴惠敏、孟什科娃

联系人：张剑虹 18301066450



19

第三分会场

地 点：彩虹厅

主 题：明清国家治理研究

    明清文物典藏研究

主持人：章宏伟 余新忠

与会嘉宾：（38人）

李 帆、赵令志、常建华、章宏伟、郭培贵、李玉君、侯杨方

余新忠、余同元、戴建兵、周 轩、李国荣、李治亭、谢宏维

徐 毅、张朔人、刘小萌、沈 欣、林 姝、赵赢赢、张晓玮

喻 理、张小李、永莉娜、任万平、孙召华、滕德永、项坤鹏

那仁朝格图、李静杰、栾  林、王敬雅、冯明珠、戴晋新

中见立夫、村上信明、茅海建

联系人：陈文曦 1352002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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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会场

地 点：国际厅 3 号

主 题：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

    明清文物典藏研究 

主持人：杨念群、林存阳

与会嘉宾：（36人）

徐 凯、杜常顺、高寿仙、林存阳、邹建达、田 澍、周新国

牛建强、王 江、李典蓉、欧阳哲生、杨 军、鱼宏亮、朱 浒

徐 斌、丁明俊、杨念群、何孝荣、隋晓霖、陈连营、张 云

陈秋速、户华为、王跃工、张 露、王 莹、凌利中、王子林

郭福祥、周晓晶、李琳琦、陈季君、李国强、徐 琳、赵兴坤

耿建羽

联系人：王莹 1571113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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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会场

地 点：邀月厅

主 题：明清文物典藏研究

主持人：吕成龙 李 理

与会嘉宾：（15人）

余 辉、梁景和、赵国英、吕成龙、李 理、段 莹、吕 晓

王 翯、恽小钢、罗文华、文 明、王彦嘉、李 媛、林 欢

李延彦

联系人：李延彦 1316168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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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会场

地 点：梅林厅

主 题：明清文物典藏研究

主持人：乌云毕力格 严 勇

与会嘉宾：（15人）

杨 杨、陶晓姗、刘 岳、仇泰格、王允丽、万秀锋、恽丽梅

周  莎、杨  安、乌云毕力格、严  勇、刘甲良、徐婉玲

徐  瑾、陈鹏宇

联系人：杨 杨 1801007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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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分会场

地 点：兰亭厅

主 题：明清文物典藏研究

主持人：李 国 朱万章

与会嘉宾：（15人）

戚学民、曹江红、多丽梅、周义波、贾开成、李泊汀、田 园

李 国、胡忠良、朱万章、黄 英、魏 晨、夏玉润、周 梅

联系人：王克瑞 1550115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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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分会场

地 点：竹园厅

主 题：明清宫廷建筑与艺术研究

主持人：李燮平 姜舜源

与会嘉宾：（16人）

王 军、杨新成、周 乾、张燕芬、周苏琴、贾 薇、张 典

张 龙、张雅平、王俪颖、徐怡涛、郭 泓、姜舜源、吕 舟

李燮平

联系人：吕冠军 1511009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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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名录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联系方式

李国强 中国历史研究院 从清朝舆图看海疆经略

张冠梓 中国历史研究院 故宫布局与天下秩序
13811732199
zhanggz@cass.org.cn

杨艳秋 中国历史研究院
13611187921
yangyq7@126.com

万 明 中国历史研究院 全球视野下的明代北京鼎建
13520507086
ming_7@163.com

刘小萌 中国历史研究院 康熙帝许配内府包衣三藩汉女考
13520127818
liuxm1608@vip.sina.com

林存阳 中国历史研究院
理学真伪之辨与清前期文化导向的

确立及转向

13693204459
ylzbzr0063@163.com

鱼宏亮 中国历史研究院 乾隆的思想世界
13621304776
1426525@qq.com

曹江红 中国历史研究院

探研清代皇家出版之力作

——评《皇权与教化 ：清代武英殿修

书处研究》
mingjournal@sina.cn

李成燕 中国历史研究院 论明前期的理财思想 lssdongtai@163.com

赫治清 中国历史研究院 清代国家治理与“康乾盛世” 13520757213

赵世瑜 北京大学 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清史研究
13601222279
twizsy1959@hotmail.com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
北京之殇

——1860 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

13611061669
oyzs@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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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联系方式

郭润涛 北京大学
13910339857
guo_runtao@pku.edu.cn

徐 凯 北京大学
16 世纪以降内外趋势与清朝大一统国

家再建

13801239703
kaixu@pku.edu.cn

倪玉平 清华大学
“大分流”视野下清朝财政治理能力

再思考
13671071686

仲伟民 清华大学
13522485717
weiminzh@tsinghua.edu.cn

戚学民 清华大学
记载佳话 ：清《钦定国史文苑传》对

诗歌史成就的书写

13911015632
qixuemin@mail.tsinghua.
edu.cn

吕 舟 清华大学 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思考 lvzhou@mail.tsinghua.edu.cn

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
清朝时期“中国”作为国名的现代转

换及其政治意义

13683625398
010-88207008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

再诠释

13911114143
yangnq2011@163.com

朱 浒 中国人民大学 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后东方学”幽灵
13691246772
zhuhu2018@vip.sina.com

刘文鹏 中国人民大学
礼制、火器与国家构建 ：清代南苑大

阅历史意义透视

13810282997
wenpeng1029@126.com

李 帆 北京师范大学

“遗老”视角下的清代学术史

——以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
为核心的论析

13691404789
lifan1961@126.com

彭 勇 中央民族大学

明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家国关系

——以明末外戚刘氏家族为中心的

考察

13671289052
pengyong-321@163.com

赵令志 中央民族大学 清代雍和宫地位考 1366129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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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联系方式

崔建飞
文化和旅游部清史

纂修与研究中心

王 江
文化和旅游部清史

纂修与研究中心

13801003345
wangjiang7065@sina.com

马大正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清朝前期边疆治理三大政策述论

成崇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蒙古例》与清朝对蒙古高原的管辖

与治理

13911113106
pchengchongde@163.com

李国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明清档案整理刊布的百年回望与学术

贡献

13661090148
2100abc@vip.sina.com

胡忠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从清宫历史档案看清末东北鼠疫爆

发及清朝政府的抗疫应对
13661036405

刘仲华 北京社会科学院
多元与交叉 ：清代北京城市管理的主

要特征与弊端

13121153376
skyhistory@163.com

常越男 北京社会科学院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

——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的讨论

13693322278
changynpku@126.com

梁景和 首都师范大学 《石渠宝笈》与“清明上河图”
13718193881
hejingliang@263.net

高寿仙 北京行政学院 明代京边马草的课征与召买
13717558280
gaosxx@126.com

李典蓉 中国政法大学 清初京师地区的社会秩序问题
13671140253
tumense2001@163.com

姜舜源 中国国家博物馆 元明清北京宫殿环境艺术发展概论
13681013218
1989346562@qq.com

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从北京到拉萨 ：清朝廷与西藏地方之

间的讯息互动
13021269889

白十源
北京坦博艺苑

博物馆
浅谈徽州古建筑的保护性应用

13522127012
tempo6@163.com

常建华 南开大学 清嘉庆朝宗室移居盛京问题新探
13102158770
changjh@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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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 南开大学
昌化石兴起历史考辨

——兼论历史书写中的个人情结问题

13820577342
yuxinzhong@nankai.edu.cn

何孝荣 南开大学
从元勋到乱首

——论明清时期姚广孝形象的变迁

13821934549
Hexiaorong6@163.com

周喜峰 黑龙江大学 简论皇太极的华夷观与治政理念
13796665253
zhouxifeng95@163.com

杨 军 吉林大学 阳明心学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 17390908658

李治亭 吉林社科院历史所 清军入关辩 15500048972

赵轶峰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

文明研究院
明清时代的权力与财富

yazhouwmyjy2005@nenu.
edu.com

张朔人 海南大学
简述爱新觉罗·载瀛之女恒容的海南

生活

13876957590
Zhangshuoren@163.com

陈 跃 西北大学

调适与定制

——清乾隆朝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

臣制度的形成

18302956906
chenyue1980@sina.com

罗冬阳 东北师范大学 清朝盛世银钱两重构造的世界
13704363889
luody@yahoo.cn

喻大华 辽宁师范大学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斗争问题新论
13644945518
yudahuavip@sohu.com

李玉君 辽宁师范大学
“崇德”与“德治”

——清太宗“中国”认同观念管窥

13840866348
liyujun46@163.com

李 理 沈阳故宫博物院

清宫纪实绘画与清帝东巡盛京

——以乾隆朝画家钱维城、蒋溥纪实

性绘画为题

13940341740
460423740@qq.com

何朝晖 山东大学
本业与异业之间 ：晚明商业出版与士

商关系再认识

15853175639
freerho@163.com

马斗成 青岛大学

从“仿制”到“重塑”

——德租时期的近代青岛自由港演进

之路

18005320106

冯贤亮 复旦大学
水乡难治：明清江南的盗匪防范与地

方治理

13641644470
fxl@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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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英 复旦大学 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同知”与“通判”
18018558859
haiying6563@163.com

侯杨方 复旦大学 清朝皇室贡品来源的地理分布
13524965646
y�ou@fudan.edu.cn

魏 敏 华东政法大学 清代官员的公罪与私罪 13918462685

范金民 南京大学
“辇吴而衣，漕吴而食”

——明清宫廷与江南衣食

13851843985
jmfannj@163.com

王卫平 苏州大学 描摹义庄的蓝图 13962163657

余同元 苏州大学
道技互进 ：明清江南匠作技艺理论化

及其技术经济效应

13616271837
13616271837@163.com

周新国 扬州大学
大力推进清宫地方档案的整理与利用

——以编纂“清宫扬州御档为例”
13905271716

钱茂伟 宁波大学 明代中叶廉政名臣俞琳事迹研究
13685854736
qianmaowei@163.com

牛建强 河南大学
地缘力量的补充 ：清代河南西北部宗

族建设及其特点
13598797783

耿建羽 河北金融学院
日本内阁文库藏清代《浙江省战船则

例》述略  
18632298595

李琳琦 安徽师范大学

疠疫面前，徽商何为

——以光绪《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

录》为中心的考察

13705539119
724610631@qq.com

陈支平 厦门大学 开展建文帝研究的文化意义
18030233469
gxyiy@xmu.edu.cn

王日根 厦门大学
靖海疆、彰国宪 ：乾隆六十年海盗治

理的实践

13328319646
rgwang@xmu.edu.cn

郭培贵 福建师范大学
明代阁臣选拔方式的变迁、成因与

效果

18059042798
xinxiangguo@sina.com

陈春声 中山大学
13710861207
hsslzw@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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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新 广东社科院

海洋贸易、货币流通与经济社会变迁

——东亚海域沉船发现古代货币及

相关问题思考

13924262406

陈 锋 武汉大学
清代食盐运销的成本、利润及相关

问题
13517117148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 鸡缸杯与明代成弘年间的朝野生活 13767030299

陈宝良 西南大学
博访利病：明清时期的访察体制与地

方治理

13618315306
cluyi1963@126.com

苏德毕力格 内蒙古大学 直晋督抚与清末筹蒙改制 13074798747

那仁朝格图 内蒙古大学
《蒙古例》与清朝对蒙古高原的管辖

与治理

13604716581
narenchaoketu@sina.com

邹建达 云南师范大学
儒学深入边疆

——清前期云南义学发展研究
13888082362

邓前程 四川师范大学 清汉军旗总督黄廷桂治理四川述论
15528305559
2826993639@qq.com

戴建兵 河北师范大学 新闻视野中的两宫回銮正定记事 13784397968

杜常顺 青海师范大学
直省与藩部之间：清代甘边地区的抚

番厅

13195783197
491680713@qq.com

罗 布 西藏大学
十七世纪前后蒙藏关系史的背景与

走向

13549014266
norbusam@163.com

周 轩 新疆大学 郎世宁西域画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13999906283
zhouxuan288@qq.com

聂红萍 兰州大学
从办事大臣到都统 ：

乾隆朝新疆东路归属甘肃及其演变

13993122153
hpnie@163.com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
多民族国家治理视阈下的明朝迁都

北京

13893331800
ts0808@sina.com

李 国 敦煌研究院 敦煌莫高窟《西藏降表》题识考论
13359390798
519076788@qq.com

户华为 《光明日报》
13661292816
gmhuhw@163.com



31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联系方式

夏玉润 凤阳朱元璋研究会 紫禁城与元大都宫城同城同址之考探
18255025379
2667897516@qq.com

陈季君
贵州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谢宏维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
明代的自然灾害与国家治理 15107911975

赵兴坤
河北易县清西陵文

物管理处
透过碑文看允礼生前身后事 13102967791

徐 毅 广西师范大学 大分流与英语世界的清代经济史研究 18877317239

丁明俊 北方民族大学 郑和下西洋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13895679862
mingjunding@126.com

周义波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13872763747

贾开成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18986881666

周 梅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从“正音书院”到“国语统一办法案”

——清朝国家语言治理研究
417252134@qq.com

张 龙 天津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南海子营

建史

13820412857
arcdragon@163.com

郭华瑜 南京工业大学 明初三都钟鼓楼建筑规制研究

13182945064
025-58139455
136094678@qq.com

徐怡涛 北京大学
北京紫禁城殿阁构架的形制特点与

历史源流探析

13051818295
xuyt@pku.edu.cn

周晓晶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丹巴多尔济墓出土玉器
13840317273
13840317273@163.com

李静杰 清华大学 陕北明清石窟造像组合分析
13911361870
jingjieli2002@aliyun.com

乌云毕力格 中国人民大学 新发现秀麻元代八思巴文金虎符初探
13521008792
bilig6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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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万章 中国国家博物馆 李东阳肖像及鉴藏考

13810936046
wangzhangzhu@hotmail.
com

赫俊红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清代陈介祺手稿的价值再识与整理

要目

13691004996
junhong1968@163.com

吕 晓 北京画院
《康熙南巡图》第十二卷中的北京中

轴线和卤簿

13001942067
elvxiao111@163.com

凌利中 上海博物馆
中国近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先行者

——以吴湖帆与故宫书画为例

13512138499
llzwxw@hotmail.com

范德康 美国哈佛大学
A lag sha Ngag dbang bstan dar on 
some Chinese Lexeme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Two

vanderkuijp12@gmail.com

库珀斯
尼泊尔蓝毗尼国际

研究所
lirilib@gmail.com

孟什科娃
俄罗斯埃尔米塔什

博物馆

7921-3056936
mlmenshikova@yandex.ru

沈 辰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

博物馆
加拿大藏清宫传世文物及其相关问题 chens@rom.on.ca

村上信明 日本国创价大学

“清语”为何“旗人根”？

——清代中期一位旗人士人的满语

学习观

426912211
nmuraka@soka.ac.jp

中见立夫 日本国东京外国语
大学

423738576
tnakami@aa.tufs.ac.jp

巴斯蒂 法国科学院
33-1-43262051
mbastid@orange.fr

黎志刚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历史系
商标与明清市场 61413601654

李焯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 明成祖朱棣对国家治理的看法
65-81116677
chsleecy@nus.edu.sg

冯明珠
中国台湾冯明珠文

史研究院

886-2-27588211
886-2-8780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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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晋新
中国台湾冯明珠文

史研究院

886-2-27588211
886-2-87801053

赖惠敏
中国台湾台北中央

研究院
清皇室成做之后妃金器及其工艺

981199266
mhlhm@gate.sinica.edu.tw

徐 泓 中国台湾东吴大学 明代北京国子监的校园规画
hishsu@gmail.com
886-2-8932124

吴志良
中国澳门澳门

基金会

康熙的喜好与皇帝的西学

——从穆敬远神父建议葡萄牙国王

派遣使团到京为康熙贺寿谈起

853-38980331
pengleong@fm.org.mo

茅海建 中国澳门澳门大学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15335284545
mhaijian@vip.sina.com

朱诚如
故宫博物院 / 国家

清史编纂委员会

明清家国同构视域下的紫禁城历史

功用
13601289096

赵国英 故宫博物院 清初私家书画鉴藏的特点研究

王子林 故宫博物院 交泰殿里的大自鸣钟与铜壶滴漏考
010-65214386
93604921@qq.com

任万平 故宫博物院
宝物永藏

——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多元价值
renwanpingvip@163.com

永莉娜 故宫博物院

揆叙与储位之争

——兼论满洲异姓贵族对储位废立的

影响

18843421703
ylnjlsd@sina.com

陈连营 故宫博物院 关于清乾隆帝历史观的初步考察
18811015198
lianyingchen@sina.com

张利锁 故宫博物院
雍正帝民族“大一统”思想的理论来

源、价值意蕴与历史影响
13931651506

杨 安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明人《月令图》初步

研究
416184990@qq.com

章宏伟 故宫博物院 清代皇室财政收支研究
010-85007185
13910534872@139.com

罗文华 故宫博物院
祭祖与礼佛 ：紫禁城养心殿一区的佛

堂与清帝的信仰

010-85007246
70878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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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姝 故宫博物院 从满文档案看孝贤皇后的丧仪
18513260750
Lsgg8500@163.com

恽丽梅 故宫博物院
“宜子孙”

——嘉庆帝对乾隆宝玺的模仿与继承

13681089531
Yunlimei66@163.com

关雪玲 故宫博物院 清宫药物采办探究
010-85117241
guanxueling24@163.com

张小李 故宫博物院 嘉庆帝与惠济祠天后祭祀

010-85007382、
13521431492
Sichuanzhang7403@163.
com

滕德永 故宫博物院
清中后期内府人参销售困难的外来

因素

010-85117242
ustdy@163.com

孙召华 故宫博物院 乾隆朝制礼作乐考论

010-85007240、
13522800258
sun780928@163.com

沈 欣 故宫博物院
“不与外事”：清前中期皇帝对皇太后

角色的定位与建构

13811219236
shenxin-163@163.com

多丽梅 故宫博物院
清宫旧藏俄国沙皇文物

——《俄太子东游记》
010-65214384
duolimei@dpm.org.cn

李晨哲 故宫博物院
《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关于清宫活动

的记载

项坤鹏 故宫博物院
清宫内务府广储司瓷库相关问题探讨

——兼及清以前宫廷瓷库考

13811308462
kpxiang@126.com

田 园 故宫博物院 乾隆朝皇子编纂研究
13621223048
tiany@126.com

赵赢赢 故宫博物院
清宫筵宴膳桌小考

——以乾隆四十八年元旦宫宴为例

13021141312
838857366@qq.com

周 莎 故宫博物院 清代王爷园寝葬俗初步研究
18811222016
184942622@qq.com

喻 理 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对隐士故庐之题咏与写仿

所映射“道治天下”政治观

13439999167
7450930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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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晓霖 故宫博物院 清杜尔伯特贝勒色布腾事迹述略 010-85007146

张晓玮 故宫博物院
试论乌兰布通战役中的清军失利问题

——基于宫廷政治史研究的视角

18600806169
Zhangxiaowei0405@163.
com

李燮平 故宫博物院 清代对紫禁城规划体系的继承与改造
010-85117400
huagai0801@126.com

王 军 故宫博物院 《周易》与紫禁城平面规划
010-85007175
streeteyes@163.com

杨新成 故宫博物院 清代紫禁城布局变迁分期试论

010-85007396、
18311028050
247768629@qq.com

徐婉玲 故宫博物院 晚近清宫书画流传及其影响 wanling0218@163.com

周 乾 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古建筑的古代科技与营建智慧
18911700312
Qianzhou627@126.com

李天垠 故宫博物院
从《徐显卿宦迹图》看紫禁城建筑的

变迁

13671267091
leetroy@sina.com

张淑娴 故宫博物院
从长春宫和钟粹宫的建筑修缮看慈

禧慈安地位的逆转

010-85117227、
13910759501
sxzhang2000@vip.sina.
com

曹振伟 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东、西六宫脊步彩画调查研究
13488762035
Yanghuagai320@sina.com

卓媛媛 故宫博物院 清奉先殿后殿祭祀布局考
13683527508
2209919552@qq.com

周苏琴 故宫博物院 顺治二年“重建”太和殿辩析
13717723591
Zhousuqin1952@126.com

王敬雅 故宫博物院 康熙重建承乾宫考  
13466332024
Wangjingya@ruc.edu.cn

贾 薇 故宫博物院 体和殿落成考略
17710381912
Jwei9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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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典 故宫博物院 养心殿东围房修缮痕迹的史学观察
15810300371
zhangdian126@126.com

张雅平 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排水系统特点研究
13683391288
13683391288@163.com

王俪颖 故宫博物院 故宫御花园石子路面及其空间作用
13811099609
458252128@qq.com

郭 泓 故宫博物院
故宫宁寿宫花园的营造历史与建筑

彩画的典型特征

18511330839
2538276235@qq.com

郭福祥 故宫博物院 明清江南文人与青田石
010-85007242
guofuxiang66@163.com

李逢源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西洋药物巴斯的料考释 Lfy93825@163.com

王 莹 故宫博物院 御花园刻石三例 010-85007146

王 治 故宫博物院 大姚村图考辩
13366692691
wangzhi1169@sina.com

徐 瑾 故宫博物院 论《胪欢荟景 回人献伎》图

010-85007996、
13488808429
xujinhaochina@126.com

段 莹 故宫博物院 四王仿古画中的赵孟頫接受问题 010-85007146

林 欢 故宫博物院
关于乾隆宁寿宫集锦御墨（四十锭）

的几个问题

010-85007219、
13146073077
gugonglh@163.com

李士娟 故宫博物院 《四库全书》周亮工诸书被撤出之辨析
13522783377
Lishijuan121@163.com

恽小钢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代梵铜文殊菩

萨的修复保护与研究

010-65214338、
13621331928
Yunxg5@139.com

刘甲良 故宫博物院 清内府《得胜图》铜版制作流转考
13811914072
liujialiang@dpm.org.cn

陶晓姗 故宫博物院
“诚珍胜其他”康熙朝范制匏质漆器

析论

18511842428
gugongtxsh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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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杨 故宫博物院 清宫藏历代铜镜初探
65214384
taohuaguizi@163.com

李延彦 故宫博物院 清代的甲骨研究
65214384
13161685313@126.com

尹 航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金属胎珐琅的修复保

护探讨
yh654060771@163.com

仇泰格 故宫博物院
从腰间的破布到官员威仪

——清代长手巾考

18801906835
228240347@qq.com

李泊汀 故宫博物院
符望阁乾嘉御笔诗文贴落初探

——兼论该阁在乾嘉时期的使用

13718125505
liboting6102@hotmail.com

魏 晨 故宫博物院
“兄弟叔侄父子侍郎”

——陈孚恩的印章及其江右陈氏家族

15210415946
weichenqaz@126.com

王彦嘉 故宫博物院 十三世达赖驻黄寺期间施受礼品考
18810379010
1736125@qq.com

万秀锋 故宫博物院
镜显纤维 ：对清代宫廷的显微镜及相

关问题的考察
010-85007242

刘 岳 故宫博物院

说角韘

——清宫所藏堪达罕扳指的制作与

使用

13520206755
1098605992@qq.com

陈鹏宇 故宫博物院 西汉元延三斗鋗的出土与流传
13810387883
pengyu662003@163.com

王允丽 故宫博物院
论清代毛皮服饰中“天马皮”、“乌云

豹皮”的材质

13691232191
awangyunli@163.com

王跃工 故宫博物院
乾隆年间制作的一组缂丝无量寿尊

佛图轴考辨

吕成龙 故宫博物院 010-85007390

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
从满洲的汗到中华的皇帝 ：清代前期

文化建设目的之探讨

010-85117309
wgy67@126.com

严 勇 故宫博物院 010-85007754

黄 英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和田玉研究
13466774000
134667740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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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赛虹 故宫博物院
另一番“十全”景象 ：乾隆帝与清宫

鉴藏事业

13161107060
666@263.net.cn

张燕芬 故宫博物院 毓庆宫原状陈设复原研究
18510711172
lakewind@163.com

冯小琦 故宫博物院 13501057442

文 明 故宫博物院 宝相楼罗汉唐卡考

010-85007249、
13810002179
mingyue925@126.com

李 媛 故宫博物院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明早期白瓷科技

分析

010-85007282、
18511696166
yuanliemail@163.com

张 露 故宫博物院

赵中男 故宫博物院 明代财政体制的转变
010-85007188
zhaozn@163.com

徐 斌 故宫博物院 永乐西宫新证
13810841852
bin.xu724@foxmail.com

宋仁桃 故宫博物院 明代道官制度初探
13683113149
songrt77@126.com

于庆祥 故宫博物院
以图修史三原则与图录修史中的几个

问题

010-85007194
yqx_palace@sina.com

李文君 故宫博物院 吴大澂致张曜信札考释

010-85007016、
13810821094
gdwlwj@163.com

左远波 故宫博物院 《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解读
010-85007454
yuanbozuo@qq.com

许冰彬 故宫博物院 清代新疆官方山川祭祀与国家认同
010-85007188
xubingbin@126.com

张剑虹 故宫博物院

清末民政部与法制改革

——基于中国第—历史档案馆藏民

政部档案的分析

18301066450
jianhongzh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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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益 故宫博物院 论玄烨实践理学观的确立与实施
15611518611
lwy.00568@qq.com

杨丹霞 故宫博物院 钱维城及其文学创作考略
18611471906
3119716883@qq.com

马顺平 故宫博物院
绘画所见十五世纪前期明与帖木儿

帝国的文化交流

18612033236
Mashunping@163.com

栾 林 故宫博物院 “戾家画”新考 010-85007146

余 辉 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与《清明上河图》 010-85007166

王 翯 故宫博物院
乾隆帝的雅趣

——三希堂壁瓶插花之商榷

13611348566
bjx3663@qq.com

徐 琳 故宫博物院
明前期冠服用玉研究

——以出土及故宫藏玉为例

010-85007222、
18601299206
xulin999@163.com

张长虹 故宫博物院
从乾隆皇帝汉藏罗汉的选择看其宗

教思想

010-85007250、
18908055188
scuzangxue@163.com

陈秋速 故宫博物院 乾隆朝宫廷典章制度建设考述 13426326455

马玥佳 故宫博物院 会务

吕冠军 故宫博物院 会务

谭浩源 故宫博物院 会务

王克瑞 故宫博物院 会务

盛 洁 故宫博物院 会务

陈文曦 故宫博物院 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