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星学术视频 

天下名师皆我师 

 

一、 关于“超星学术视频” 

超星学术视频是为高校、科研机构读者服务的教育和学术数据库，是学术传播的新媒体。

她汇集了海内外一流大家名师学者多年的学术精华，让学生零距离聆听他们的思想，领略他

们的风采，为广大师生和研究者提供动态、直观的教学新途径。 

超星学术视频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权威，通过影像技术将他们多年学术研究

成果系统地记录、保存并传播。使学术大师、名师打破时空的限制，为全国广大师生和科研

人员共享，将学界名家推向校园、推向社会。 

    超星学术视频目前覆盖了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理学、工学、医学等学

科门类，截至 2010 年 5 月，参加拍摄的名师、专家学者已超过 1000 位，拍摄完成学术视频

15000 集，制作完成 10000 集。名师讲授形式包括：精品课程、特色专题讲座及大师访谈。

所有选题和授课名师均由专业、权威的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会精心策划和挑选，有力地保

障了视频内容的权威性、学术性和前沿性。 

 

二、 “超星学术视频”的特点： 

学 术 性——数百位授课老师大多是来自知名大学、研究院所，这些专家教授都是相关

领域的学术权威和研究专家。 

    权 威 性——主讲老师均是各学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权威，凝结了众多知名专家

教授多年的研究成果。 

    系 统 性——目前已经推出上百个系列专题，涉及工学、理学、哲学、法学、经济学、

医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内容丰富，结构完整。今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科专题，满足

用户更多的需求。 

 

三、 部分领衔名师简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余英时：被学界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 年获得具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誉的“克鲁格人

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邓起东：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

名誉主任。现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地震学会理事、

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  

         

 

沈祖炎：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研究

生院院长、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所长、国家土木工程防灾重点实验室主任、

全国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及评估委员会主任、美国结构稳定研

究委员会委员、国际桥梁与结构协会钢木结构委员会委员。  



        

 

钱七虎：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著名的防护工程专家。历任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

兵工程学院教授、院长等职。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

岩土力学与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特约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婚姻法学家。全国政协委员、

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

民法起草小组成员。  



         

 

关   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当代劳动法学家、经济法学家，中国劳动法学和经济

法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劳动争议处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

顾问、中国企协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委员会顾问、北京市劳动法和社会保

障法研究会会长。 

          

葛剑雄：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

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

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

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HISTORICAL GEOGRAPHY 编委，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政协常委等。 



         

 

顾易生：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古籍研究所及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学术委员、教授。 

          

 

何兹全：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几个方面。

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 



 

 

宁  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历史、史学理论、敦煌学研究专家。著有《敦

煌社邑文书辑校》、《宁可史学论集》等。 

 

 

冯尔康：曾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现兼任南开大学社会史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林  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

会长。迄今共出版 30 余部著作，并主编《中国散文大词典》、《中国当代散文大系》

等。其学术论著与散文创作均追求独创个性和文化内涵，不少论著和作品已在国外

翻译出版或发表。 

         

 

曹先擢：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

学会理事，中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地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叶嘉莹：蜚声海内外的诗词研究大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南开大学教授、

博导、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金开诚：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十

届常委，九三学社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院长。 

 

霍松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导。古代文学及文学理论权威学者，著名

文艺理论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现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陕

西诗词学会会长。 

 



 

黄天骥：中山大学教授、博导。古典戏曲泰斗王季思先生执拂大弟子，当今中国古典戏曲研

究第一人。现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会

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曾任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

科评议组成员。 

 

 

陈  洪：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兼任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

职教授，复旦大学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术委员；

兼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

副会长、天津市文学学会会长等。  

 

 

刘震云：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1982 年开始创作，

发表《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

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他的

作品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也因

此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 



         

杨振宁：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57 年由于与李政

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外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卓越的重大贡

献。 

          

 

张首晟：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提出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杂志评为 2007

年十大重大科学发现之一。  

http://baike.baidu.com/view/334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4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318.htm


                 

 

四、 特别推荐（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主讲老师  系列名称 

安乐哲 夏威夷大学、教授 儒学角色伦理学 

卞孝萱 南京大学、教授、博导 小说证史的新成果 

蔡义江 中国红楼梦学会、教授 《红楼梦》研究 

晁福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新出简帛的学术史意义 

论古史重构 

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口头传统、中国少数民族史诗 

陈捷先 台湾大学教授 清史专题 

陈久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西星空对话 

陈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近现代文学概说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博导 

学术论文写作 

新中国 60年来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 

陈文新 武汉大学 从辨体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 

陈之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彼得大帝及其改革 

戴嘉枋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 文革期间知青的地下歌曲 

邓起东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院士 

活动构造研究 

四川汶川 8.0级地震 

邓晓芒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中西自由意志观比较 

董乃斌 上海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小说 

杜继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研究员 关于中国佛教的若干特点问题 

杜文玉 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论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地位 

段启明 

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厢记》专题讲座 

《三国演义》 

《红楼梦》 

方立天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 



冯天瑜 武汉大学  教授 中华元典精神研究 

高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博导 

新闻传播的媒介和内容： 

媒介融合趋势下传播影响力的建构 

高敏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  教授 

云梦秦简初探 

高敏先生学术思想介绍 

葛晓音 北京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楚骚体的节奏结构及其体式的生成

原理 

耿云志 中国社科近代史所学部委员 胡适与五四精神 

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关怀访谈录 

新中国法学泰斗系列： 

鞠躬尽瘁换得盛誉满门 

郭齐勇 武汉大学  教授 

现当代新儒家 

中国儒学初步 

郭松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清代的农业 

清代的人口 

清代社会和清代妇女 

韩经太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诗学思想与中国诗歌艺术 

韩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研究员、博导、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近代法制史研究 

韩兆琦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史记》解读 

郝春文 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史研讨 

何兆武 

清华大学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何兹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 何兹全访谈录 

黄安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二十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研究 

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 

黄海峰 北京工业大学  教授、博导 循环经济概论 

黄霖 复旦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瓶梅》研究 

黄心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研究员 

“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

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霍松林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代诗词鉴赏 

金开诚 北京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和中庸”的古为今用 

来新夏 南开大学  教授 北洋旧事 

乐黛云 北京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比较文学 

雷家骥 台湾中正大学  教授 试论史学观念上的“通”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文化探索 

李丹慧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员 中苏关系史（1945-1969）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价值哲学的意义 

李工真 武汉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大学与科学 



李剑鸣 

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与“小”的关系及其它——漫

谈史学论文的选题与写作 

李民 郑州大学 《尚书》研究 

李培根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人文素质教育讲座 

李英男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俄罗斯“白银时代”：探索与创新 

廖学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东方专制主义”问题评析 

林非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林非先生访谈——关于鲁迅研究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研究员 

认识考古——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

未来 

刘震云 中国作协 刘震云论文学 

卢兆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研究员 满城汉墓的发掘与研究 

陆俭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语法分析 

吕世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法理学探析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边疆研究系列讲座 

马克昌 武汉大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问题 

马敏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中国与世博会——历史的审视 

马宗晋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院士 近年亚洲巨灾的灾情和成灾基理 

宁可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学理论 

六至十四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 

历史上的中国 

宁宗一 南开大学  教授 

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和《金瓶

梅》的价值 

彭林 

清华大学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物精品与中华文明 

钱谷融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 

钱谷融有关著作 

治学之道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博士生

导师 对鲁迅的再认识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 

中国福利问题的历史现状 

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 

秦汉史 

尚永亮 武汉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代文人生活与创作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苏关系史（1945-1969） 

石耀林 中科院研究生院 展望地震数值预报 

孙国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法理学探析 

新中国法学泰斗系列：磅礴恢弘的如

歌人生 



唐晓峰 北京大学 

华夏空间的构建 

历史地理前沿： 

地理学的近代化与其固有的问题 

童庆炳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 大众文化的二重性 

王桧林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史学家的庄严任务与精神境界 

王克芬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研究院 

从中华舞蹈史探索民族舞蹈审美意

识的传承与变异 

王宁 北京师范大学 汉字规范与繁简字问题 

王戎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我看康雍乾 

王晓秋 北京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王岳川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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