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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杨庆山等领导同志到文学院调研 

3 月 6 日，校党委书记杨庆山在组织部部长贾春立和发展与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宋国华

等陪同下，深入文学院进行调研。我院领导班子成员、院党委委员、学科带头人、教师党支

部书记等参加了调研座谈会，会议由院党委书记刘红英主持。 

院长赵利民做了题为《注重内涵发展，再创新的业绩》的汇报，赵院长重点从学院发展

历史沿革及概况、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教学与人才培养、科研建设成果等方面介绍了

情况，并简要就 2014年学院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了汇报。 

随后刘红英书记从学院领导班子建设、和谐向上氛围打造、青年教师培养及学院发展中

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汇报。与会教师纷纷就学科高水平成果培育、人才引进与培养、教

学规范化管理、学术地位提升、公共资源的配置和使用、青年教师的未来发展及面临的实际

困难问题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贾春立部长和宋国华主任就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和建议。 

整个调研座谈过程中，杨庆山书记听得仔细、记得认真，不时插话。他高度评价了文学

院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文学是基础学科，文学院一直以来整体工

作突出，基础扎实，学校党委及行政对文学院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很有信心，期盼学

院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也希望文学院进一步做好人才建

设工作，一方面要引进，更要做好现有人才的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培养，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更

多更好的条件。会后，杨书记等领导同志还参观了学院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办公环境。 

此次调研座谈会开得紧凑、务实，与会同志很受鼓舞，表示以后将继续秉承学院的优良

传统，寻找新的增长点，开拓创新思路，为学院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你诚我信 自强不息---文学院举办“榜样就在身边——你诚我信”优秀困难生事迹

介绍会 

为不断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困难生树立自强不息的品格，3 月 4 日在院

学术报告厅举行了以“榜样就在身边——你诚我信”为主题的优秀困难生事迹介绍会。介绍

会由文学院党委副书记李蓉老师主讲。  



 2 

 

李蓉老师以“榜样的力量”为出发点，向同学们介绍了几位学有所成、德才兼备的在校

生和毕业生。通过李蓉老师的介绍，同学们了解了他们如何在逆境下拼搏，成长成才的过程。

他们的共通点都是家庭生活困难，在学校通过勤工助学等途径奋发图强，砥砺自己，完成学

业，成为品学兼优的有志青年。 

通过李蓉老师的讲述，同学们都被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染。大家意识到家庭的困难

不足以成为自身成长的绊脚石。相反，在学校和社会的帮助下，反而会成为自己前进的一种

动力。这其中的诚信、友善也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与实践！大家表示在今后的

学习生活中，将会以他们为榜样，不辜负学校和老师的厚望，刻苦学习，早日成才。 

今晚报《星期文库》整周连载我院教师红学文章 

今晚报《星期文库》专栏于 2014年 3月 10日至 16日，用一整周的时间连载了我院古代

文学教研室部分教师的红学文章，按刊出时间顺序，依次为：赵建忠教授《红楼梦考证吸纳

津沽馆藏史料》、盛志梅副教授《周汝昌早期在津的红学活动》、郑秀琴副教授《津门的红楼

梦曲艺戏曲演出》、林骅教授 《抉微索隐话红楼》、宋常立教授《大公报上的红学文字》。 

此外，还刊载了我校图书馆高级馆员高洪钧文章《红楼梦在津早期流传与研究》以及早

年毕业于我院，后供职于百花文艺出版社任少东编审的《泰晤士报连载读红笔记》。 

据了解，这是“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今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该研究机构挂靠在我院，

于去年 11月经市民政局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正式批准成立。今晚报《星期文库》专栏连载

我院教师的红学文章，对于扩大我院、我校及天津红学在业内的影响有积极意义。 

文学院举办“文苑讲堂”学生学风素质培养系列学术讲座首场报告 

2014年 3月 20 日下午，“文苑讲堂”学生学风素质培养系列学术讲座首场报告在文学院

学术报告厅举行。文学院院长赵利民以《“诗可以怨”——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学精神》做了专

题讲座。 

赵院长的讲座以 20世纪 90年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热乃至国学热为背景，指出了在全球化

背景下，我们只有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构建当代文化，才能为世界文化发展做

出贡献，才能真正与西方文化对话。通过儒家思想从先秦原始儒家、宋明理学到新儒家等“三

期”甚至是“四期”的发展，阐明了任何对人类有重要贡献的学说或思想一定是开放的、包

容的，并关注现实人生的。 最后赵利民教授讲述了作为孔子重要文艺思想的‘诗可以怨’对

后世文论产生的影响，后来的“发愤著书”、“文章憎命达”、“不平则鸣”等与之的关联，并

特别指出其对理解文学本质、思考人生问题的积极意义。 

“文苑讲堂”首场报告座无虚席，“文苑讲堂”学生学风素质培养系列学术讲座是由“教

授讲堂”更名而来， 将陆续邀请学院老师将自己有观点的、有创新、有心得体会的学问通过

这个平台来进行交流，以活跃学院学术气氛，营造好的育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