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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教师再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日前，2014 年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结果公布，我院张正学教授申报的

课题《中国古代俗文学文体形态研究》成功获批。资助经费 20 万元。

至此，我院十二五期间共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2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1 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 2项，总计资助经费达 321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暨首届汉文写

本研究学术论坛”在我校成功召开

2015 年 3 月 21 日上午，由文学院与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暨首届汉文写本研究学术论坛”在我校

会议中心隆重开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规划办公室原副主任杨庆存教授、我副校长

宫宝利教授，社科处、学科建设办公室等相关处室及文学院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副校长宫宝

利教授致欢迎辞，杨庆存教授，与会专家代表、四川大学东亚汉籍研究所所长周斌教授致辞。

社科处处长杜勇教授、文学院院长赵利民教授分别主持论坛开幕式和闭幕式。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日本早稲田大学、

日本南山大学、日本淑德大学、日本国文学资料馆、天津图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

社、凤凰出版集团、《中国比较文学》期刊编辑部、《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等国内外多所

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出版机构的相关专家、学者 70 余人出席了此次学术论坛。我院

近百名师生参加了论坛开幕式及随后举行的主题学术讲演会。

本次论坛围绕以我院王晓平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

整理与研究”的开题论证而展开。论坛收到学术论文 40 余篇，这些论文代表着日本汉文古写

本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开拓意义和学术前沿价值。同时，与会专家对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的整体架构、整理步骤、研究重点，提出了诸

多宝贵意见。 闭幕式上，项目首席专家王晓平教授归纳了与会专家的学术观点并指出项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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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要通过这一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的研究，完成四层目标任务：一是对汉文写本史料进行抢救

性挖掘，依托中华书局，比较齐备地出版“汉文写本文丛”，二是本着“成熟一个，出版一个”

的原则，出版汉文写本深度整理的“论丛”；三是积极出版翻译东亚各国汉文写本研究的“译

丛”；四是综上三套丛书的跟进，进行数字化、数据库化的整理与出版，以为更多学者的研究

提供可操作的工具。

此次论坛为我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及相关研究工作

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与促进，同时也将对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与东亚

汉文学的科研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并对学校展开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原副主任杨庆存教授来文学院讲座

2015 年 3 月 21 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原副主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

教授杨庆存先生在文学院做了题为“社科研究与国家观念”的讲座。本次讲座由院长赵利民

教授主持，学院部分教师与硕、博士研究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杨庆存教授针对于国家项目的具体类别、申请国家项目的基本原则以及具体要求给予了

详细、周到的论述。他认为国家项目的申请要以国家观念、世界视野、前瞻眼光、注重规律

探讨、升华理论、区域特色以及严谨学风为基本原则；同时要以熟悉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了

解学术前沿的动态信息、科学论证以及表达的准确为基本要求。杨教授讲座结束后，针对于

文学院师生在申请国家项目时遇到的问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

文学院举行 2015 年本科教学工作会议

2015 年 3 月 19 日下午，文学院举行 2015 年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我校教学督导组专家孟

昭毅教授、刘鹤文教授以及文学院赵利民院长、刘红英书记、郝岚副院长及学院督导组成员、

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赵利民院长主持。

赵院长谈到近年来文学院遵循“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全面，关注社会与学术前沿”

的人才培养理念，积极进行课程改革，同时，重视第二课堂建设，工作成绩斐然。副院长郝

岚教授详细介绍了文学院 2015 年教学工作重点，包括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带动学术科研班

的分层次人才培养新模式、继续建设与推广成功的国家资源共享课与 MOOC 教育新模式的经验

等六方面的工作。

与会教师也畅所欲言，特别就如何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引导学生加大学习投入、加强选

修课程管理等问题与院领导及督导专家深入交流。督导组专家一致肯定了文学院取得的教学

成绩，特别鼓励中青年教师树立教学与科研的自信，增强教师职业的荣誉感。他们的一席话

极大鼓舞了在场教师的干劲，弘扬了正能量。两位专家表示将积极配合与指导学院的工作，

希望文学院在第二课堂建设、特色人才培养和学生创新动力引导等工作上再出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