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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    

◆◆◆◆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主办辑刊被中国期刊网主办辑刊被中国期刊网主办辑刊被中国期刊网主办辑刊被中国期刊网（（（（CNKICNKICNKICNKI））））收录收录收录收录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科研项目《《《《<<<<扬子法言扬子法言扬子法言扬子法言>>>>今读今读今读今读》》》》喜获喜获喜获喜获 20102010201020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与马边与马边与马边与马边再度合作再度合作再度合作再度合作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到彭山考察到彭山考察到彭山考察到彭山考察交流交流交流交流    

☆☆☆☆        中心主任应邀参观考察成都田园城市建设情况中心主任应邀参观考察成都田园城市建设情况中心主任应邀参观考察成都田园城市建设情况中心主任应邀参观考察成都田园城市建设情况    

☆☆☆☆        中心专家参加纪念李中心专家参加纪念李中心专家参加纪念李中心专家参加纪念李劼劼劼劼人先生诞辰人先生诞辰人先生诞辰人先生诞辰 120120120120 周年座谈会周年座谈会周年座谈会周年座谈会 

☆☆☆☆        中心学术委员当中心学术委员当中心学术委员当中心学术委员当选选选选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教学名师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1201120112011 年度高级别项目申报取得新的突破年度高级别项目申报取得新的突破年度高级别项目申报取得新的突破年度高级别项目申报取得新的突破    

☆☆☆☆        中心主任当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心主任当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心主任当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心主任当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2011201120112011 年度课题评审年度课题评审年度课题评审年度课题评审    

☆☆☆☆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已完成组稿第五辑已完成组稿第五辑已完成组稿第五辑已完成组稿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        范国英范国英范国英范国英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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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主办辑刊主办辑刊主办辑刊主办辑刊被中国期刊网被中国期刊网被中国期刊网被中国期刊网（（（（CNKICNKICNKICNKI））））收录收录收录收录    

 

2011 年 5 月，由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地方文化研究辑刊》正式与中国学

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签订《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辑刊许可使用协

议》。这标志着《地方文化研究辑刊》正式成为《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

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为迈向更高平台搭建了良好基础。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创刊于 2007 年，现已连续出版四期。该期刊由巴蜀

书社出版，一年一期。经过几年的发展，该期刊已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远销

海内外，得到学界众多专家学者的好评，已成为西华大学和中心联系相关学者的

平台和纽带，也是学界和社会了解西华大学和中心的一个重要窗口。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的下一个目标是力争进入 CSSCI（辑刊类）行列。 

    

中心科研项目中心科研项目中心科研项目中心科研项目《《《《<<<<扬子法言扬子法言扬子法言扬子法言>>>>今读今读今读今读》》》》    

喜获喜获喜获喜获 201201201201000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全国优秀全国优秀全国优秀全国优秀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图书图书图书图书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    

 

2011 年 5 月，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撰写的专著《<扬子法言>今读》

（巴蜀书社 2009 年 12 月出版）获得 2010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该书

是我中心 2009 年重点资助的项目。 

《扬子法言》是汉代大学者扬雄的一部颇有影响但又十分简奥难读的著作，

内容广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历史人物、诸子学

说等多方面，是集中反映扬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代表著作，为历来研究扬雄

思想的学者所关注。《<扬子法言>今读》由约四万字的绪论《读懂扬雄》和三十

万字的正文组成。正文分注释、译文、按语三部分。 

    

中心与马边中心与马边中心与马边中心与马边再度再度再度再度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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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中心再度与马边彝族自治县签订协议。双方商定由中心牵头，

联合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

马边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保护与开发现状、

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整合、旅游发展等问题，展开深度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六个系列调查报告。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到彭山考察到彭山考察到彭山考察到彭山考察交流交流交流交流    

 

7 月 29 日上午，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潘殊闲一行到彭山

县考察交流，洽谈合作事宜。人文学院党委书记王大清、院长谢应光、处级调研

员曾加荣、西华大学科技处处长助理鲜乔蓥、人文学院党政办主任王方、文学博

士王学东等参加了考察。 

彭山县委、县政府对考察成员表示热烈欢迎。在彭山县委领导的陪同下，中

心考察团首先来到彭祖山、彭祖墓、彭祖纪念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随后与彭山

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彭山县县长孙剑首

先介绍了彭山县的基本情况，表达了与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合作的

愿望。中心主任潘殊闲介绍了中心的相关情况，并详细介绍了中心与眉山、郫县、

温江、马边、遂宁、都江堰等地方政府合作的具体内容与成功经验，并针对彭山

县的文化资源现状，提出了双方合作的思路、方案等。彭山县县长孙剑对与中心

的合作很感兴趣，表示将进一步研究合作内容，优化合作方案，尽快实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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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应邀参观考察成都田园城市建设情况中心主任应邀参观考察成都田园城市建设情况中心主任应邀参观考察成都田园城市建设情况中心主任应邀参观考察成都田园城市建设情况    

2011 年 5 月 13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由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

四川省历史学会协办的“田园城市：历史·文化·智慧”主题调研会。调研会在

温江区举行。来自省、市、区相关单位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共 40 余人参加。 

调研会首先在温江区海科会所举行

座谈会。温江区政府及温江区政研室、

城建局、规划局、旅游局、文化局、统

筹委、科信局、区志办、万春镇等单位

和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温江建设生态现代

化田园新区的规划、思路和举措。来自

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

学、西南交通大学和西华大学以及四川

省、成都市文物考古队的专家学者，分

别就温江田园城市建设的理念、定位、

优势和特色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座谈会后，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参观

考察了温江区国色天乡、青春园林、柏萃西部乡村俱乐部、幸福田园、罗家大院

（古城埂）等田园城市景点。 

据悉，田园城市主题调研会由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提出，温江区是第一站。

下一步还将到郫县、都江堰等地进行考察。 

 

    

中心专家参加中心专家参加中心专家参加中心专家参加纪念李纪念李纪念李纪念李劼劼劼劼人先生诞辰人先生诞辰人先生诞辰人先生诞辰 120120120120 周年座谈会周年座谈会周年座谈会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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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0日上午，由锦江区委区政府主办的纪念李劼人先生诞辰 120周年座

谈会在成都市锦江区望江宾馆隆重举行。四川省文联、省作协、成都市政协、市

文物主管部门、文联、文博院领导，著名文化人士，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西华大学的专家代表，李劼人研究学会、李劼人家属以及锦江区相关部门领导等

参加座谈会。中心学术委员、人文学院院长谢应光、中心副主任王方应邀代表中

心和西华大学参加座谈会。谢应光教授就李劼人小说的语言艺术作了发言，引起

与会者的共鸣。其他与会代表、专家学者及李劼人亲属共同缅怀和畅谈了李劼人

生平事迹和历史、文化贡献。大家一致认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

李劼人先生在当代文化建设上的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作为后来者，应当对其贡

献认真梳理，深入研究，把他真正打造成为四川省和成都市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

片。 

    

中心学术委员当选四川省教学名师中心学术委员当选四川省教学名师中心学术委员当选四川省教学名师中心学术委员当选四川省教学名师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 2011 年 6 月 20 日公布的《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表彰第五届

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教师的决定》（川教〔2011〕74 号），中心学术

委员、人文学院院长谢应光教授荣获四川省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 

谢应光教授长期从事现代巴蜀作家研究，是四川省教育厅精品课程《中国现

当代文学》的负责人，曾主持多项省级教学改革项目并获得多项奖励。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1201120112011 年度高级别项目申报取得新的突破年度高级别项目申报取得新的突破年度高级别项目申报取得新的突破年度高级别项目申报取得新的突破    

 

2011 年，中心专职研究员申报高级别项目再次取得新的突破。截止目前，

中心专职研究员张邦铺副教授申报的《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

员吕蒙博士申报的《战国至隋出土文献引经辑证》，均获得 2011 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立项。中心专职研究员官性根博士申报的《宋代川峡四路行政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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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获得 2011 年度教育部项目立项。至此，中心专职研究员近三年共获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教育部项目 6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2项。 

    

中心主任当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心主任当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心主任当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心主任当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6 月 24 日，巴蜀文化研究学术交流暨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

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来自省内相关单位的 6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顾问。中

心主任潘殊闲当选为副会长。 

据悉，当选新一届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分别来自

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和西华大学等单位。 

    
    

◆◆◆◆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2011201120112011 年度课题评审及立项工作年度课题评审及立项工作年度课题评审及立项工作年度课题评审及立项工作    

《中心 2010 年度课题指南》共发布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学理建构、

岷江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四川文化名人资源综合研究、四川传统语言艺术

形式研究、成都清代僧俗文化圈研究等重点课题 5项，都江堰学与成都学研究、

扬雄故里遗迹保护开发研究等一般课题 11 项。截至 6 月底，中心共收到来自西

南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社会科学院、成都理工大学、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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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绵阳师范学院、四川民族学院、阿坝师专以及西华大学等 21 所高校 89

位申报者的项目申报书。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及《地方文化资源保

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紧密结合中心确定的研究方

向，通过对申报人员的资格审查、学术委员会通讯评审等环节，报请四川省教育

厅批准，最后确定支持重点项目 3 项，一般项目 9 项。项目涉及单位 19 个，经

费总额 12 万元。 

附：中心 2011 年度课题立项： 

项目名称及类别项目名称及类别项目名称及类别项目名称及类别    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项目名项目名项目名项目名

称称称称    

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类类类类

别别别别    

子项目名称子项目名称子项目名称子项目名称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职称职称职称职称    

所在单所在单所在单所在单

位位位位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形形形形

式式式式    

11DFWH001 

都江堰

文献整

理与应

用研究 

重

点

项

目 

  吴会蓉 副教授 

西华大

学 

1.2   

专

著 

11DFWH002 

圆悟克

勤研究 

重

点

项

目 

  沈曙东 讲师 

绵阳师

范学院 

1.2    

专

著 

11DFWH003 

四川灯

戏语言

艺术研

究 

重

点

项

目 

  王  庆 讲师 

西华大

学 

0.6   

论

文 

11DFWH004 

四川民

间传统

武术—

—松溪

一

般

项

目 

  吴攀文 

助理研

究员 

西华师

范大学 

0.7   

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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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家拳

的挖掘、

文化个

性及应

用价值

研究 

岷江流域文化遗产廊道的保

护研究 

黄 文 讲师 

西南民

族大学 

0.3 

11DFWH005 

岷江流

域文化

研究 

一

般

项

目 

都江堰水文化研究 徐  宁 讲师 

西华大

学 

0.6 

0.3 

论

文 

宋代蜀中著名药学家唐慎微

的学术思想研究 

王家葵 教授 

成都中

医药大

学 

0.5 

四川文化名人扬雄研究 吴 静 讲师 

成都纺

织高等

专科学

校 

0.2 

四川文化名人宋育仁法律思

想研究 

唐 丹 讲师 0.3 

11DFWH006 

四川文

化名人

资源综

合研究 

一

般

项

目 

四川文化名人贺麟研究 田景仲  讲师 

西华大

学 

1.3 

0.3 

论

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视野下

的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以成都市川剧院为例 

万 平 教授 

成都大

学 

0.5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视野下

凉山民间婚俗中“四言八句”

的收集整理与保护开发研究 

李秀卿 副教授 

西昌学

院 

0.3 

11DFWH007 

《非物

质文化

遗产法》

视野下

的四川

非物质

文化遗

产的保

护与开

一

般

项

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视野下

的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开发研究 

张邦铺 副教授 

西华大

学 

1.6 

0.3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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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视野下

的成都漆艺保护与开发 

程 辉 副教授 

西华大

学 

0.3 
发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视野下

的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灾后保护与开发研究 

杨 霞 讲师 

四川交

通职业

技术学

院 

0.2 

康巴文化的积淀、保护与发展 凌 立 教授 

四川民

族学院 

0.5 

灾后重建中羌族文化保护措

施与实施绩效研究 

张世均 教授 

西南民

族大学 

0.5 

羌族释比经典中的宗教思想

研究 

陈建新 教授 

西南科

技大学 

1.8 

0.5 

11DFWH008 

藏、羌文

化研究 

一

般

项

目 

成都市藏族聚居区的空间形

态研究 

田 凯 副教授 

西南交

通大学 

  0.3 

论

文 

现代国际田园城市建设视阈

下的天主教堂文化研究 

廖翔慧 讲师 

川北医

学院 

0.2 

成都古典园林文化在现代国

际田园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张哲乐 讲师 

四川烹

饪高等

专科学

校 

0.2 11DFWH009 

现代国

际田园

城市建

设中的

文化选

择研究 

一

般

项

目 

现代国际田园城市建设中的

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研究 

罗 钰 讲师 

西华大

学 

0.7 

0.3 

论

文 

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效

益评估研究 

王丽铭 副教授 0.3 

四川道教名山_葛仙山历史文

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 

封德平 副教授 

西华大

学 

0.3 

11DFWH010 

四川文

化资源

的保护

与开发

研究 

一

般

项

目 

文昌信仰的地方认同与金牛

道的文化资源整合 

陈翔 副教授 四川幼

儿师范

高等专

2.3 

0.3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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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校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四川地

方特色历史文化品牌保护与

合理开发利用研究 

张珍华 副教授 

西华大

学 

0.3 

南充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性开发研究 

张鹏程 讲师 

川北医

学院 

0.2 

四川地区宗祠文化资源现状

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苏东来 

助理研

究员 

四川省

社会科

学院 

0.3 

四川传统园林资源保护研究 贾玲利 讲师 

西南交

通大学 

0.2 

四川地方志与地方文化研究_

辣椒与四川文化研究 

郑 静 馆员 

成都信

息工程

学院 

0.2 

蜀文化与成都民俗体育文化

生态圈建设研究 

周 伟 讲师 

成都理

工大学 

0.2 

11DFWH011 

凉山彝

族地区

服饰文

化在现

代四川

时尚产

业中的

应用研

究 

自

筹 

  杨 柳 讲师 

攀枝花

学院 

自

筹 

  

论

文 

11DFWH012 

四川青

神竹编

工艺开

发中的

自

筹 

  高雯 讲师 

四川教

育学院 

自

筹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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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

值研究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已完成组稿已完成组稿已完成组稿已完成组稿    

近日，由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组稿和审稿工作

已全部完成并交付巴蜀书社出版。本期共设栏目八个，分别是：蜀道申遗专题研

究、岷江流域文化研究、四川名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地方文化广场、

理论纵横、开发与应用、口述四川。本期共刊发文章 34 篇，其中，教授、博导

文章有 23 篇，另外，本期第一次刊发了境外学者（意大利和香港）的论文。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范国英博士范国英博士范国英博士范国英博士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范国英：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

后备人选。1992 年毕业于四

川师范大学，2003 年获西华

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硕士学位，2006 年获四

川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学

位。2010 年从山东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先后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文学评奖与新

时期文学制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现代化诉求与新时期文学制度

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子项目“清末明初的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雅

俗观的生成”，主持及参研市厅级项目多项。现已出版专著两部：《茅盾文学奖的

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制度研究》，

巴蜀书社 2010 年。发表论文近 30 篇，其中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

篇。 

◆◆◆◆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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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28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

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同与会代表一起，参观了江油李白故居及李白纪念馆。 

9 月 12 日晚，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到杜甫草堂盆景园参加 2011“夜游草堂”

中秋主播诗会——“月映草堂寄相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