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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博硕学位论文目录（2013—2023）

 廖甜添整理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本目录是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检索 2013—2023年间主题词为“山海经”，同时

篇关摘含“山海经”的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所形成的目录。

一、社科类

（一）文学、文献、哲学、文化、教育类

1.李亚男：《山海经》中的祖先神传说及其文学移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

2023

2.汪雅文：《山海经》艺术经典形象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运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

学，2023

3.妙庆龄：宋本《文选》注所见《山海经》文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23

4.王庭娇：宋本《太平御览》所见《山海经》文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23

5.殷福莲：文学视野下的《山海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2022

6.杜美娟：《山海经》风神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22

7.余霞：互文理论下的《山海经》图文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22

8.李紫宇：《庄子》与《山海经》神话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2

9.王姝彤：基于《山海经》神话形象的小学绘本课程开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

学，2021

10.刘珂：从《山海经》到《庄子》：先秦神话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21

11.李远莉：《山海经》“鲧復生禹”新考，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21

12.唐芳：汪绂《山海经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21

13.王群：中国网络小说与《山海经》，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21

14.何中华：《山海经》神话的美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1

15.贾慧童：《山海经》中独角兽形象考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1

16.罗琳：小学陶艺神怪异兽主题创作教学研究——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

中师范大学，2021

17.宋亚：神话与地理并重——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0

18.刘秋芳：高中陶艺神话主题创作教学研究——以神话故事《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

文，华中师范大学，2020

19.王子心：《山海经》神话中的色彩运用及文化内涵，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20

20.王米雪：《山海经》版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长江大学，2020

21.刘光碧：《山海经》动物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民族大学，2020

22.郭楠楠：《山海经》中的山神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长春理工大学，2019

23.丁帅芳：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整理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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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王璇：《山海经》的生态审美意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9

25.付林箫：《山海经》神怪形象引入初中美术课堂教学的可行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信

阳师范学院，2019

26.孙倩雯：《山海经》神话的教学设计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9

27.宿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隐喻发掘研究——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农业大学，2018

28.王红霞：被误读的《山海经》——以《水经注》引用《山海经》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2018

29.李哲宇：魏晋志怪小说对《山海经》的接受，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8

30.袁艳秋：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18

31.张晨：中国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对《山海经》的接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

2018

32.王雅观：《山海经》颜色体系探究，硕士学位论文，温州大学，2018

33.李佰萍：《山海经》存在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7

34.程峰：《山海经》的悲剧意识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7

35.李尚维：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的学术价值，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7

36.梅山瑛：《山海经》中的“龙”词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16

37.冷亦：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6

38.王巧巧：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6

39.周洁：《山海经》中的女神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6

40.王丽娜：寿神崇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6

41.杨阔：中日英雄神话比较研究——以《山海经》《古事记》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燕

山大学，2015

42.郭静：《山海经》神话的母题分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5

43.朱丽卉：《山海经》中神话英雄永续生存意识及其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民族

大学，2015

44.梁蕊：《山海经校注》校补，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15

45.李雨涵：《山海经》对汉赋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5

46.刘捷：《山海经》接受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

47.王玲玲：提取与变生：《山海经》插图的异形符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

2015

48.马昕露：《山海经》与《楚辞》中名物的互文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

2015

49.张甜燕：《山海经》中的“海外异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5

50.王淼：《山海经》与《淮南子》之神话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5

51.周恬逸：《山海经》文图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5

52.郭斌：浅析《山海经》中与马相关的形象，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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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赵婷：《山海经·西山经》部分名物考证及其文化内涵，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

2015

54.高昊：《山海经·中山经》疾病记载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5

55.李媛：《山海经》病症名词在先秦两汉医籍中的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中医药

大学，2015

56.王素洁：郭璞“图赞”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4

57.徐佳俐：生态批评视野下的《山海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4

58.王玲：《山海经》的山水游记文学特色与审美意蕴，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14

59.靳希：《山海经》“神”符号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14

60.肖丽双：《山海经》方位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

61.衣淑艳：郭璞《山海经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3

（二）历史、考古、民俗、宗教、美学类

1.李小雪：《山海经》的山崇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21

2.常艳霞：《山海经》中物占的文化阐释，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9

3.李明璇：《山海经》巫术思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9

4.张东：《山海经》神鸟形象源流考，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8

5.谭清：《山海经》的博物学世界，硕士学位论文，温州大学，2018

6.冯名名：《山海经》巫术行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7

7.韩珺：想象的异域——《山海经》民族志书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

8.邱实：《山海经》中的社会认知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6

9.程颀：《山海经》与中国先民的神鸟意识，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6

10.曲朋：《山海经》的征兆及其思维特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

11.张永圣：《山海经》中的东夷古史与传说，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4

12.陈茜：《山海经》动植物与先民世界，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4

13.肖园园：《山海经》祭山仪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4

14.邱腾：从《山海经》中的神话、巫术探艺术萌芽期的“DNA”，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

学，2014

15.李婧：《山海经》女性鬼神形象研究与思考，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3

16.陈帅：《山海经》神怪形象流变研究——以汉画像石为主，硕士学位论文，延安大学，

2013

17.范慧莉：《山海经》中的蛇形象，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3

18.周晶：《山海经》中的“尸”，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3

19.孙诺：《山海经》中的东北古族，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3

20.李璐：《山海经》神灵形象及其美学意蕴探析，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3

21.吕先琼：《山海经》神怪形象的生命意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3

22.郜文芬：中心山脉的改变与天神崇拜嬗变之研究——以《山海经》中的西王母为例，硕

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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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类

（一）美术、音乐、戏剧、影视、雕塑等艺术创作

1.王玥：《山海经》神话人物动态插画交互设计，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工业大学，2023

2.鲍哲：联套歌剧《山海经·奔月》后羿角色音乐形象阐说，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

学，2023

3.李彬媛：《山海经》异兽造型在山水画中的视觉表现与《万物共生》的实践，硕士学位论

文，绍兴文理学院，2023

4.田新宇：基于汉字意象思维理论的《山海经》异兽形象字体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

北大学，2023

5.万饶磊：《山海经》中插画形象的再设计研究——以《八荒缥缈录》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师范大学，2023

6.石婉秋：日本动漫对中国传统妖怪文化的传承及演绎——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

文，西南科技大学，2023

7.穆蕾：中国动画电影对《山海经》题材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23

8.姚慧琴：通感理论指导下的《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异兽的形象设计，硕士学位论文，东

北石油大学，2023

9.王馨仪：《山海经》插画创作中线描技法的研究与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四川音乐学院，

2023

10.宿赟：九原岗神兽形象在当代雕塑创作中的体现，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23

11.林瑜：《山海经》神怪形象的分析及现代设计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理工大学，

2023

12.王漫晴：《山海经》神兽形象再设计及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青岛科技大学，2022

13.张学仪：基于虚拟现实艺术的《山海经》神怪形象再设计及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

工艺美术学院，2022

14.孟超：《山海经》中人面兽身怪诞形象的视觉设计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电力

大学，2022

15.杨帅：明代《山海经·海外经》异兽插图——版画语言的应用研究及创作解析，硕士学

位论文，天津美术学院，2022

16.程子晏：异常为“怪”古为今用——以山海经妖怪形象为例论其设计与应用，硕士学位

论文，鲁迅美术学院，2022

17.何晓庆：《山海经》中女神形象的当代诠释与动态插画设计，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工业

大学，2022

18.黄秀仪：基于《山海经》妖怪文化的动画电影角色设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工业

大学，2022

19.王曼璐：《山海经》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22

20.黄金玉：陌生化理论在《山海经》志怪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济南大

学，2022



文津流觞 2024年第 3期

86

21.郑未晞：《山海经》神怪形象的应用研究与再创作，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22

22.谭茹婧：《山海经》山神形象在绘画创作中的应用探析——以《岫灵图》系列为例，硕

士学位论文，贵州民族大学，2022

23.王钟慧：在动漫文化语境下的《山海经》异兽形象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艺术

学院，2022

24.占永师：《山海经绘图广注》神明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艺术学院，2022

25.石浩田：明清《山海经》版画中神祇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南大学，2021

26.黄延芳：《山海经》异兽形象在陶瓷创作中的表现，硕士学位论文，山东艺术学院，2021

27.梁智宇：以自然环境为依据的《山海经》神怪异兽的造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林

业大学，2021

28.陈舒天：古本山海经插图与图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22

29.潘攀：《山海经》奇鸟形象动漫设计，硕士学位论文，南华大学，2021

30.李胜楠：《山海经》中“远国异人”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长春理工大学，2021

31.李孟：《山海经·西次三经》神仙异兽形象在绘画中的表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苏大

学，2021

32.薛孟如：《山海经》的神话意象在数字插画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长春工业大

学，2021

33.谢璇：“山萌海兽”系列插画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21

34.马艺轩：《山海经》中九尾狐意象的当代水墨性演绎，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工业大学，

2021

35.沃茜茜：《山海经》中猴形象的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苏师范大学，2021

36.李彩霞：基于《山海经》动物形象的淮阳“泥泥狗”造型承继与变化研究，硕士学位论

文，陕西师范大学，2021

37.郭天慈：《山海经》异兽图像在岩彩画中的运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海南大学，2021

38.陈钧其：《山海经》中异兽形象的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科技大学，2021

39.王好玮：《山海经》动物形象的插画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21

40.姚宇菲：基于《山海经》神兽形象的当代插画研究与创作，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

2021

41.崔慧卿：漆艺中自然肌理的应用与探究——以《山海经》异兽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

东艺术学院，2021

42.赵学梅：《山海经》系列插画再设计及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20

43.李鹏：《山海经》中神兽驺吾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研究与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工

业大学，2020

44.郑福太：《山海经》意境下的《十二生肖》陶瓷雕塑创作感悟，硕士学位论文，景德镇

陶瓷大学，2020

45.鞠博：《山海经》中异兽形态构成语言的再造，硕士学位论文，天津美术学院，2020

46.刘珂：明清《山海经》异兽图形象及其现代应用，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民族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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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宋香琛：雕塑中神话题材的当代表达——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

大学，2019

48.杜艺帆：数字绘画与传统绘画的设计比较研究——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工程大学，2019

49.王陵生：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山海经》数字插画创作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工程大学，2018

50.郭蓉：《山海经》异兽形象在现代插画设计中的视觉表现，硕士学位论文，沈阳师范大

学，2018

51.刘博尧：《瓷说山海》系列陶瓷捏塑作品的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景德镇陶瓷大学，

2018

52.杨浏青青：《山海经》异兽形象与中国传统动物装饰形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艺

术学院，2018

53.曲希强：《山海经》图像的审美意识探析及在当代的视觉性思考，硕士学位论文，青岛

大学，2018

54.刘晶：《山海经》神话意象在油画创作中的运用——以毕业创作《浮生若梦》系列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8

55.蒋成成：论山海经的萌态化表现，硕士学位论文，齐鲁工业大学，2017

56.李明振：《山海经》有翼类动物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7

57.徐常乐：《山海经》刻本插图研究——《山海经》中的图像与巫术思维，硕士学位论文，

江苏大学，2017

58.梁冰钰：走出《山海经》——谈女娲形象在壁画创作中的流变与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艺术学院，2016

59.谢地：《山海经》中古今妖怪艺术形象的分析及应用实践，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

学，2016

60.巩辰：图解《山海经》（结题报告），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6

61.张帆：《山海经》与《怪奇鸟兽图卷》中的异兽形象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服

装学院，2016

62.刘光发（Virat Werojruedee）：中泰异兽形象比较研究——以中国的《山海经》和泰国的

《三界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6

63.范治鸣：中国传统题材动画表现手法新探索——以《山海经·刑天舞干戚》为例，硕士学

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5

64.张人予：述而也作，信也疑古——毕业创作中复原《山海经》所用之绘画语言，硕士学

位论文，云南艺术学院，2015

65.李鹏：传统艺术形象的传承与创新——《山海经》异兽形象设计，硕士学位论文，大连

理工大学，2014

（二）文创、出版、服饰、空间设计、游戏动漫、新媒体等周边开发

1.金倩：《山海经》IP运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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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阳：《山海经》瑞兽形象在室内空间中的装饰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2023

3.张凯：《山海经》神怪形象在儿童绘本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科技学院，2023

4.汤子骄：基于情感化设计理论的增强型出版物研究与设计——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

位论文，北京邮电大学，2023

5.胡志祥：中国元素与朋克风格结合的家具设计——仿生《山海经》异兽形象为例，硕士学

位论文，福建农林大学，2023

6.胡丽军：以《山海经》“鱼”形象为基础的现代陶瓷文创产品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2023

7.欧阳源：《山海经》神话形象卡通化在陶瓷装饰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景德镇陶瓷大

学，2023

8.张洁：志怪文化在构成主义中的设计重构研究——以《南山个物》文创设计为例，硕士学

位论文，浙江理工大学，2023

9.颜梦洁：动漫亚文化视角下的《山海经·回响》绘本设计，硕士学位论文，长沙理工大学，

2022

10.逯仪菡：《山海经》神怪形象再设计及其应用研究——以《山海游》动画创作为例，硕

士学位论文，长春工业大学，2022

11.蔡艺双：虚拟山海：后人类语境下的赛博生物，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22

12.肖玉容：歌剧《山海经·奔月》中嫦娥的人物形象与演唱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

音乐学院，2022

13.张亚倩：《山海经》主题室内儿童乐园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林业大学，2022

14.胡雅洁：当代《山海经》书籍插画中的神怪形象艺术表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财

经大学，2022

15.张皓禹：《山海经》中神怪元素在服饰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22

16.程逸飞：《山海经》神话视觉形象在儿童绘本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

2022

17.栾西羽：《山海经》神话图样的蜡染艺术实践及探索，硕士学位论文，兰州交通大学，

2022

18.刘佳卓：近十年我国古籍大众化出版研究——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东

师范大学，2022

19.周萃萍：《山海经》异兽元素在现代汉服设计中的色彩探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

大学，2022

20.高娅雯：服饰纹样中的《山海经》瑞兽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纺织大学，2022

21.唐晓晨：《山海经》医学神怪异兽元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研究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艺术学院，2022

22.王镜鸣：《山海经》中异兽形象在动画角色中的传承与应用探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

科技大学，2021

23.武霞：山海经异兽形象在文创设计中的视觉表现，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工业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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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王思惟：“山海经”主题编织工艺品设计与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艺术学院，

2021

25.范璇：寻求“中国想象”新方式——论新世纪幻想儿童文学对《山海经》神话的接受与

运用，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21

26.王一帆：绘本中的图像叙事研究——以《山海新编》实践创作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苏

州科技大学，2021

27.李胜男：中国联套歌剧《山海经·奔月》中嫦娥的角色及演唱探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

音乐学院，2021

28.张子依：基于《山海经》的植物文化创意品牌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2021

29.吴征开：《山海经》异兽形象在雕塑创作中的运用研究——以毕业作品《山海异志》为

例，硕士学位论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21

30.严则勋：《山海经》神鸟朱雀意象及在男装设计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浙江理工大

学，2021

21.张姗姗：《山海经》祥瑞神兽主题纺织文创产品的设计研究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浙

江理工大学，2021

32.萧欣滢：基于《山海经》异兽形象的球型关节玩偶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侨大学，

2021

33.张月：《山海经》异兽形象在儿童绘本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

学，2021

34.徐燕：生态美学视域下《山海经》插画设计及衍生品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州大

学，2021

35.裴雅乔：手游形象设计——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安理工大学，2021

36.肖亮：沉浸式阅读体验——儿童书籍《山海经》的设计与创作实践，硕士学位论文，湖

北美术学院，2020

37.梁煜欣：《山海经》异兽形象模件化创新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20

38.党志浩：基于《山海经》的跨媒体叙事研究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印刷学院，2020

39.孙嘉阳：古籍故事在影视剧本创作中的运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20

40.张玉娇：《山海经》神兽形象在儿童绘本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理工大学，

2020

41.苏晓：多媒体技术在传统文化展陈中的应用——山海经博物馆设计探索，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20

42.张冬鸣：基于《山海经》妖怪文化的游戏美术设计研究与创作，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工

业大学，2020

43.周小桐：以“山海经”弇兹氏人兽形象为题材的文创产品设计，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2020

44.孙少琪：《山海经日历》图书选题策划与制作，硕士学位论文，青岛科技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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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熊昱雯：《山海经》题材儿童绘本设计探索，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20

46.朱雅迪：《山海经》鸟类形象在创意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纺织

大学，2020

47.赵逸：山海经图腾符号设计与数字艺术表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2020

48.尚囡：《山海经》的异兽元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2020

49.陈晨：山海经四灵兽的图像设计与数字艺术表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

2019

50.吴洋：重现与转译——论《山海经》符号在实验动画中的转换与应用，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美术学院，2019

51.周钰琛：《山海经》神怪异兽形象在潮牌服饰设计中的演绎，硕士学位论文，西安工程

大学，2019

52.董莹莹：《山海经》神话元素对动画编剧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天津美术学院，2019

53.徐绫霞：私人定制珠宝的体验式包装设计——以“山海经”品牌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工业大学，2019

54.杨奕：低多边形风格在三维动画中的艺术表现——通过在《山海经·异兽》创作中展开研

究，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9

55.杨莹：《山海经》主题文创产品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9

56.施雁鹏：中国妖怪文化在服饰中的应用研究——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北

京服装学院，2019

57.杜宪：VR游戏角色设计制作特性研究——《山海经之 2048》志怪形象再设计，硕士学

位论文，江南大学，2019

58.王皓：《山海经》中异兽形象的二维设计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工

业大学，2018

59.蔡欢：基于《山海经》异兽形象的造型再设计及应用，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工业大学，

2018

60.刘湘宁：《山海经》祥瑞形象衍生品的传统设计元素探究，硕士学位论文，长沙理工大

学，2018

61.李俊影：基于审美交互的纯文学网站 web前端设计应用——以《山海经》为例，硕士学

位论文，吉林艺术学院，2018

62.郑喆成：《山海经》中的神物造型设计及其在现代服装中的运用，硕士学位论文，四川

美术学院，2018

63.刘婷：手绘插画在书籍设计中的应用实践——以《山海经》手绘插画为例，硕士学位论

文，山东艺术学院，2018

64.徐铭堃：《怪可食》图书选题策划书，硕士学位论文，青岛科技大学，2018

65.崔小改：《西山夜话》系列作品创作说明书，硕士学位论文，景德镇陶瓷大学，2018

66.孙鹏：兰坪县二五山“山海经”主题公园详细规划，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林业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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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金秋：“山海经”主题文化视觉设计研究——以 UI及其他衍生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大学，2017

68.刘明明：《山海经》神兽形象再设计的应用研究——以《神兽极乐村》市集创作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浙江理工大学，2017

69.王小兵：《山海经》神话思维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转化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

大学，2017

70.国凤娇：《山海经》的故事——MIUI主题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印刷学院，2017

71.解萌：基于山海经图文研究创新女性梳妆产品设计，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工业大学，2016

72.王子龙：基于《山海经》中神怪形象的插画研究与创作，硕士学位论文，华南理工大学，

2016

73.杜连园：传统中国神话题材儿童绘本创作研究——以《山海经》英雄神话题材为例，硕

士学位论文，华南理工大学，2016

三、翻译类

1.李雪明：传播学视域下《山海经》英译本的“降噪”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23

2.田馨煜：基于语料库的《山海经》比勒尔、王宏译文译者风格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2023

3.陈美杏：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比勒尔与王宏的《山海经》英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南

理工大学，2023

4.李越：接受美学视域下基于语料库的《山海经》英译研究——以王宏译本为例，硕士学位

论文，西华大学，2023

5.邵文材：从《山海经》汉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比较研究安妮·比勒尔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

6.江乐：接受美学视域下《山海经》英译本的读者意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工业大学，

2022

7.邵媛：《山海经》俄译本中的显化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22

8.陈奕好：艾克西拉文化翻译理论视角下《山海经》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对比研究，硕士学

位论文，四川外国语大学，2022

9.何丹：《山海经》在俄罗斯的传播及翻译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22

10.罗芳：操控理论指导下的《山海经》三个英译本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

2021

11.方静：《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考述》（第七篇）汉英翻译报告，硕士学位论文，东

南大学，2021

12.谭程：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山海经》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以比勒尔译本和王宏译本

对比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1

13.廖欣：《山海经·海经》翻译报告——以儿童读者为导向的专有名词英译研究，硕士学

位论文，厦门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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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封梦雪：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山海经》英译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工业大学，

2020

15.赵永超：《山海经故事》（节选）翻译实践报告，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0

16.罗茜：互文性视角下《山海经》英译的文化预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

2020

17.杜思欣：阐释理论视角下《山海经》两个英译本翻译策略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

安理工大学，2019

18.钟麒：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以比勒尔和王宏的《山海经》英译本为例，硕士

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19

19.范晔：《山海经》两英译本中博物名称的范畴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2019

20.李慧：关联理论视角下《山海经》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

2018

21.黄羲晨：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山海经》两译本的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

大学，2018

22.肖宛莹：认知视野下的《山海经》英译副文本叙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

2018

23.闫雅洁：《童话山海经》选篇翻译报告，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7

24.周小兰：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山海经》英译本的对比分析，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

学，2017

25.邓雨露：目的论视角下的《山海经》英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2016

26.黄涣：基于“深度翻译”理论的《山海经》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

大学，2016

27.裴璐：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Schema Theory，硕士学位论文，西安外国语大学，2016

28.肖玉：乔治·斯坦纳翻译运作理论视角下《山海经》两个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硕

士学位论文，赣南师范学院，2015


	2024年第3辑整合3.0.pdf
	(文献天地(
	古籍插图中的古人生活
	王安石手书《楞严经旨要》初探
	一、写卷校录
	二、文本分析
	三、底本来源
	四、致误原因蠡测
	五、小结

	浅谈俄国侨民汉学家卜郎特及《华言初阶》
	一、卜郎特与汉语教学
	二、《华言初阶》简介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文献装具配置工作综述
	一、工作概况
	二、经验总结
	三、问题思考
	四、今后计划

	无酸瓦楞纸保存盒在古籍特藏文献装具中的应用示范
	一、无酸瓦楞纸的材料分析
	二、无酸瓦楞纸保存盒的应用示范

	藏品搬迁工作中的文物包装——以汉瓦屏的包装为例
	一、包装前的准备
	二、实施包装
	三、拆卸过程中的发现

	《山海经》知识库功能简介
	一、典籍库
	二、智趣玩
	三、文创专区
	四、多媒体资源
	五、小结

	《山海经》知识库的知识图谱构建与知识元标引实践
	一、知识元标引流程
	二、地理方位标引
	三、图像标引
	四、知识图谱
	五、讨论

	《山海经》博硕学位论文目录（2013—2023）
	一、社科类
	二、艺术类
	三、翻译类

	《山海经》元素在《王者荣耀》中的嵌入和转译初探
	一、嵌入在《王者荣耀》中的《山海经》元素
	二、《王者荣耀》在《山海经》文化转译中的一些问题

	云游山海——山海经主题产品开发纪实
	一、背景
	二、主题图库开发
	三、创意衍生与市场推广

	《山海经》与青少年舞蹈教育探析——以《山海经》经典神话儿童系列舞台剧为例
	一、《山海经》与儿童系列舞台剧的缘起�
	二、《山海经》儿童系列舞台剧的创作理念及方式
	三、《山海经》在儿童系列舞台剧中的展示
	四、《山海经》儿童系列舞台剧探索的成果和意义
	五、探索《山海经》与青少年舞蹈教育之间更多的可能

	“《山海经》——人文志、创世史诗和上古传奇”讲座述要
	知音仍在 “绝响”未绝——中国煤矿文工团“广陵绝响”音乐剧场观后感
	一、渐进式展开的四幕场景故事
	二、辨识度清晰的竹林从游六贤
	三、“当如此、不相负”的执着之志
	四、其  他

	传统电视片助力古籍活化利用的新启示
	一、古籍类电视片的特点与优势
	二、古籍类电视片的选题策略与内容创作——以《文津博古》电视片为例
	三、古籍类电视片的发展前景

	国家图书馆文创产品的运营实践与思考——以国家图书馆天猫旗舰店为例
	一、国家图书馆文创产品概述
	二、国家图书馆天猫旗舰店运营分析
	三、存在的问题
	四、国家图书馆天猫旗舰店运营思考
	五、结语

	国家图书馆二十四节气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应用
	一、国家图书馆馆藏二十四节气相关的部分资料
	二、二十四节气主题文创产品的研发思路
	三、二十四节气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应用
	四、总结

	珍本荟萃 传神写照——《艺术学视域下的〈红楼梦〉图谱研究》出版
	带你在典籍长河中漫游——《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出版
	《毛氏汲古阁抄本研究》出版
	揭开遮蔽的历史，传承永恒的经典——《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活史料辑刊》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