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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系 

2023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研究生教育相关数据 

（一）学位授权点情况 

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个（0501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学位类别 0 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无。硕士专业学位

类别：无），具有招生授权的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8 个

（050101 文艺学、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103 汉

语言文字学、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050105 中国古代文

学、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50120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学））、硕士学位授权二级

学科 8 个（050101 文艺学、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050105 中

国古代文学、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050120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学））。 

（二）招生情况 

2023 年，招收博士生 57 人、硕士生 50 人（不含港澳台

籍、留学生）。 

（三）教学培养情况 

在课程教学方面，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开设研究生

课程 60 门，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研究生课程 68 门。

2位老师荣获 2023年度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研究生部分），

古代汉语教学团队获评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团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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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亮点工作与重要举措 

1. 为促进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发展，加强教学科

研和人才培养工作，2023 年 9 月 9 日，北大中文系召开新学

期全系大会，系主任杜晓勤教授宣布中文系新成立“古文字学

教研室”。目前教研室成员包括李宗焜教授、邵永海教授、董

珊教授，董珊教授任教研室主任。北大中文系古文字学教研

室以出土文献的系统整理与古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作为日常

教学科研任务，以研究为基础，为本科生开设五门主干基础

课（古文字学、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简帛学），同时

也面向全校开设一般文字学课程；为研究生开设各类出土文

献专题研究课程，指导相关论文写作，培养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学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2. 2023 年 11 月 6-7 日，第四届“中日古典学交流与融通

工作坊”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主题为“中日古代‘文’‘集’

观念及相互关系”。本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

早稻田大学总合研究机构日本古典籍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

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广岛大学、台湾大学、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浙

江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工作坊的主题旨在理论与文献相结合，并期待经由会议报告

与讨论，中日古代“文”“集”观念及相互关系的相关研究得

到进一步推进，我系在读三十多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不仅提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而且拓展了国际学术交流

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