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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        中心与四川大学中心与四川大学中心与四川大学中心与四川大学 985985985985 基地合作基地合作基地合作基地合作，，，，共同创办共同创办共同创办共同创办《《《《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    

☆☆☆☆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顺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顺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顺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顺庆教授教授教授教授学术报告圆满举行学术报告圆满举行学术报告圆满举行学术报告圆满举行    

☆☆☆☆        中心邀请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作学术报告中心邀请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作学术报告中心邀请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作学术报告中心邀请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作学术报告    

☆☆☆☆        中心邀请学术委员刘复生教授作学术中心邀请学术委员刘复生教授作学术中心邀请学术委员刘复生教授作学术中心邀请学术委员刘复生教授作学术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        西华大学学报西华大学学报西华大学学报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哲社版哲社版哲社版））））校庆专辑对中心作校庆专辑对中心作校庆专辑对中心作校庆专辑对中心作进行进行进行进行专题专题专题专题宣传宣传宣传宣传    

☆☆☆☆        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作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    

☆☆☆☆  中心参与举办中心参与举办中心参与举办中心参与举办的的的的““““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    

取得圆满成功取得圆满成功取得圆满成功取得圆满成功    

☆☆☆☆  中心参与举中心参与举中心参与举中心参与举办的办的办的办的马边彝族自治县毕摩马边彝族自治县毕摩马边彝族自治县毕摩马边彝族自治县毕摩““““热布热布热布热布””””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满成功满成功满成功    

☆☆☆☆  中心主任当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并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中心主任当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并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中心主任当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并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中心主任当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并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30303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纪念活动    

☆☆☆☆    中心主任应邀参加中心主任应邀参加中心主任应邀参加中心主任应邀参加 2010201020102010 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0201020102010 年度课题年度课题年度课题年度课题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第三批项目结题第三批项目结题第三批项目结题第三批项目结题工作顺利完成工作顺利完成工作顺利完成工作顺利完成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        张帆张帆张帆张帆教授简介教授简介教授简介教授简介    

☆☆☆☆        曾加荣教授简介曾加荣教授简介曾加荣教授简介曾加荣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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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四则四则四则四则 

◆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 

中心与四川大学中心与四川大学中心与四川大学中心与四川大学 985985985985 基地合作基地合作基地合作基地合作，，，，联合联合联合联合创办创办创办创办《《《《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    

 2010 年 4 月 13 日，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与四川大学

“国家 985 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就联合创办《文化遗产研究》学术刊

物在人文学院会议室举行签字仪式。四川大学“国家 985 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

新基地”负责人曹顺庆、西华大学副校长李劲松、科技处处长栾道成、人文学院

副书记副院长王大清、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潘殊闲、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中心

专职研究员武小军以及中心工作人员出席了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由栾处长主持。 

李校长首先对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给予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研究中心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四川大学是一所知名的国家重点高校，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能与四川大学国家 985 基地合作创

办刊物，对于提升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着重大

的推动作用。曹顺庆教授就合作办刊之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西部的发展

除了需要依靠发达地区的力量外，更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共谋发展。四川

大学 985 基地也研究文化遗产，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还不

够，方方面面都需要加强，因而想与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合作，深化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共同创办《文化遗产研究》刊物。

曹教授说，《文化遗产研究》立足西部，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将力求高品味、高

质量，力争办成在海内外都有影响的名刊。栾处长对曹教授的办刊定位表示认同，

他说，这份刊物对提升西华地方文化研究这一品牌有极大促进作用，学校领导对

此也十分重视，相信通过两校的合作，一定能把刊物办好，达到预期目标。最后，

栾道成处长与曹顺庆教授分别代表中心与四川大学在《文化遗产研究》合作协议

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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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顺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顺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顺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顺庆教授教授教授教授学术报告圆满举行学术报告圆满举行学术报告圆满举行学术报告圆满举行    

为迎接西华大学五十华诞，帮助学生拓展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养，4月 13

日下午 4：00，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

师、长江学者、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全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曹顺庆教授应

地方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和人文学院之邀莅临我校进行了一场题为“比较文

学变异学”的学术讲座。讲座在四教报告厅隆重举行，由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副

院长潘殊闲主持，人文学院分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大清等领导、老师和同学三

百多人参加 了此次学术报告。 

报告在 曹教授诙谐幽默的开场白中

正式拉开帷 幕。曹教授用诙谐幽默的方

式、深入浅 出地给大家诠释了比较文学

的概念、渊 源、发展流变，最后归结到

比较文学的 变异。文学与文化甚至文明

中的变异是 大家经常能都感受到的，但

人们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归纳、梳理。曹教授高屋建瓴，将

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第一次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这一学术

新概念。据悉，“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曹教授新近完成的国家社科重点规划项目，

师生们非常有幸地聆听了曹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后，曹教授还以精辟的语言

回答了同学们的疑问，为此次学术报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通过这次讲座，我校师生对比较文学及其变异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增

强了文化修养，同时也为母校五十周年校庆添上了多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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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邀请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作学术报告中心邀请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作学术报告中心邀请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作学术报告中心邀请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作学术报告    

4 月 20 日下午，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博士生导师

左卫民教授应中心和人文学院之邀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从数字看中国司

法”的学术报告。报告在 6A-132 多媒体教室举行。人文学院院长谢应光教授主

持报告会,人文学院副院长及中心主任潘殊闲博士、中心工作人员及人文学院师

生二百多人聆听了讲座。 

在报告中，左教授首先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中国的司法现状，进而提出了一

个需要修改的问题：司法能力与司法效益。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

讨了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及若干启示。左教授的报告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分析

深入具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学们为左教授丰富的法律知识、缜密的思维、

诙谐幽默的语言所折服，充分感受到名师大家的风采和学识，受益匪浅。 

中心邀请学术委员刘复生教授作学术中心邀请学术委员刘复生教授作学术中心邀请学术委员刘复生教授作学术中心邀请学术委员刘复生教授作学术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4 月 23 日上午 10 点，应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和人文

学院邀请，我校 73 级校友，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生导师——刘复生教授在 6A-132 举行了一场题为《古蜀迷雾：关于蚕丛的记忆

与塑造》的专题讲座。人文学院院长谢应光、副院长及中心主任潘殊闲、历史系

主任官性根等老师以及历史系全体同学参加了本次报告。 

报告以蜀国开国五代（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为开端，以西汉扬

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为主要参考依据，详细介绍了蚕丛在古

籍中的记载。随后，刘教授以乐山所敬奉的青衣神为例，讲解了在常璩后百多年

间，因“萧鉴所掘坟冢有‘金蚕数万’”而使“每季春祭蚕衣，劝蚕事”成为固

定习俗，蚕丛最终被塑造成为了蚕市的开创者的过程。 

刘教授的讲解论据充分，条理分明，为历史系的同学们清晰地展现了古蜀蚕

丛的记忆与塑造。在听众提问环节中，刘教授还就同学“口传史实和记载史实两

者有差别时，应该相信何者”的问题，告诉同学们分辨“真实”、“记忆”和“塑

造”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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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中拉下了帷幕。同学们对刘教授渊博的知识，卓越的口才表示由衷的敬佩，

也坚定了学好历史学的强烈愿望。 

 

西华大学学报西华大学学报西华大学学报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哲社版哲社版哲社版））））校庆专辑对中心作进行专题校庆专辑对中心作进行专题校庆专辑对中心作进行专题校庆专辑对中心作进行专题宣传宣传宣传宣传    

          4 月底，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期校庆专辑正式出版，

该辑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对中心的组建时间、学术层次、机构设置、机构宗旨、学

术功能、研究领域与范围、研究人员的结构、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所开展的横向

合作、搭建的学术平台及参与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活动等进行了专题宣传。该宣传

集中展示了中心自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为西华大学 50 周年校庆

增添了色彩。 

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作学术讲座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作学术讲座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作学术讲座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作学术讲座    

5 月 14 日下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钟振振教授

应中心和人文学院之邀莅临我校，在临江苑学术报告厅举行了一场题为“说宋人

笔记”的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中心主任及人文学院副院长潘殊闲博士主持，人

文学院师生三百余人到场聆听。 

笔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相当于随笔。钟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其中的

故事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耐人寻味。他把宋人笔记比作时下的博客，

作者用以记载个人所见所闻所感。在梳理了笔记的发展脉络和宋人笔记的创作概

况以后，钟教授通过旁征博引，将其体会较深的几个故事与听众一一分享。其中

一则故事讲的是范仲淹如何机智应对灾荒，保全百姓。当时，苏州遭遇大灾荒，

百姓颗粒无收，欲纷纷逃荒而去。知州范仲淹却鼓励官府、寺庙大兴土木，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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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舍，并倡导大办各种宴会。这看似荒唐的举动细细揣摩才知原来是以工代赈的

救荒良策。因为上述做法可以为老百姓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其安顿下来继续

生产生活。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现代“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国家经济的前身，

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良方。 

此外，钟教授还讲述了宋朝副宰相丁谓挖人工河巧妙灵活地解决重建皇宫难

题，老兵大胆进行海外贸易并获取成功等故事，生动形象地传达了古人的智慧。 

钟教授为人儒雅，彬彬有礼，每当掌声响起总忘不了谦虚地起身给大家鞠躬

还礼，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非常耐心具体。当有同学质疑宋人笔记的客观真

实性时，钟教授不无幽默地巧妙回答：“当时我不在场，所以真的假的不敢妄断。”

进一步阐述后钟教授说道：“真的假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古为今用，是对我们

今天有没有指导意义。”钟教授的回答又一次搏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中心参与举办的中心参与举办的中心参与举办的中心参与举办的    

““““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取得圆满成功取得圆满成功取得圆满成功    

2010 年 7 月 17－18 日，“首届中国汶川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论坛”在

灾后重建的汶川县博物馆举行。 

论坛由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社科联等单位主办，四川省历史学会、汶川县

人民政府、珠海市对口援建工作组承办，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

中心等协办。共有来自北京、重庆、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省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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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余位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四川日报

等 20 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参与本次论坛。中心主任潘殊闲博士、中心专职研究

员纪国泰教授、官性根博士参与了本次论坛，并向大会提交了《苏轼与大禹》、

《大禹“岷山导江”与“开明决玉垒山”传说的历史观照》、《宋人心目中大禹的

智慧》三篇论文。潘殊闲主任作了大会发言。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华夏之声国乐音乐会”、“大禹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大

禹祭坛落成典礼”、参观绵虒镇大禹广场等活动。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参与举参与举参与举参与举办的办的办的办的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    

毕摩毕摩毕摩毕摩““““热布热布热布热布””””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由马边县人民政府主办、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和人文

学院协办的马边彝族自治县毕摩“热布”文化研讨会于 8月 15 日至 16 日在马边

金河假日酒店召开。中心研究人员王方、李咏梅、中心秘书吴会蓉出席了研讨会。

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首席教授王小盾，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马克·本德尔，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教授罗庆春等二十余位

彝学专家参加研讨会。马边县各部门副科级以上彝族干部列席旁听了会议。 

与会专家围绕神秘的毕摩“热布”文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探讨了“热布”

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古巴蜀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充分肯定了毕摩“热布”在符

号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文化价值。王方和吴会蓉也分别进行发言，并引起一定反

响。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还观摩了毕摩的“作毕”表演，参观了由当地文化馆

举办的“热布”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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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当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心主任当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心主任当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心主任当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并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并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并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并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303030 周年纪念活动周年纪念活动周年纪念活动周年纪念活动    

2010 年 8 月 18－19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博士应邀到眉山参加纪念中国苏

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包括中国研究学会第十届理事会、

参观三苏祠新落成的碑林、三苏纪念馆、“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潘殊闲主任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十届理事会上当选为新一届理事。在“苏轼创

新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潘殊闲主任提交了《苏轼创新意识探微》的学术

论文。本次纪念活动共有来自湖北、海南、福建、陕西、江苏、河北、吉林、河

南、四川等地专家、学者、苏轼遗址遗迹地行政管理人员、企业代表等 80 余位。 

 

中心主任应中心主任应中心主任应中心主任应邀参加邀参加邀参加邀参加 2010201020102010 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8 月 26－29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到福建省武夷山市参加 2010

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主办，福建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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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院承办。共有来自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马来西亚

拉曼大学、台湾中正大学、世新大学、台湾艺术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和中国社科

院、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

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昌大

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安徽大学、

广西大学、西华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等 60 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中华书

局、凤凰出版社、《文学评论》、《文史哲》、超星数字图书馆等 10 余家文化学术

出版单位的 12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 90 余篇。 

中国古代散文研讨会共召开过九届，此次为第十届。本届研讨会参会人数、

与会代表单位地域分布和年龄、行业跨度、提交论文数量等均创历届之最。 

会议采用大会和小组发言以及专家评议等形式，围绕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宏观

研究和理论思辨、具体作家作品和流派探析、中国古代散文的现代阐释和应用等

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动态动态动态动态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0201020102010 年度课题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年度课题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年度课题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年度课题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中心 2010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于近期结束，课题评审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截

至 6月底，中心共收到来自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阿坝师专、宜宾学

院、四川民族学院、乐山师范学院、绵阳师范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成都信息工

程学院、四川理工学院、成都理工大学、攀枝花学院、泸州医学院、成都职业技

术学院、西华大学以及马边彝族自治县文化馆等 20 家单位的 60 位申报者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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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书。在对这些项目申报书进行统计分类的基础上，中心按照四川省教育厅有

关项目申报的规定以及中心 2010 年度课题申报指南的要求，对以上项目进行了

初步的形式审查。在此基础上，中心将符合条件的申报书分送中心学术委员会九

位委员进行通讯评审。截至目前，多数学术委员已完成了评审。中心工作人员正

在统计各项项目的最后得分情况。 

中心第三批项目结题工作顺利完成中心第三批项目结题工作顺利完成中心第三批项目结题工作顺利完成中心第三批项目结题工作顺利完成    

2010 年 7 月 2日，中心在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举行了第三次项目结题

评审会议。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谢元鲁、成都大学教授邓经武、四川省文史馆馆长

张在德、西华大学教授邹礼洪、西华大学科技处处长栾道成、中心主任潘殊闲及

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评审会议，会议由张在德馆长主持。 

评审会上，张在德馆长首先对此次参评的 14 个项目进行了介绍。接着，各

位委员对参评项目进行了认真负责的评审。经过专家们的仔细评审，14 个项目

均获通过。其中，2 人获得优秀，7 人获得良好，优良率达 64.3%。在此次结题

项目中，有专著 1 部，全国中文核心 12 篇，科技核心 1 篇，经济类核心 1 篇，

CSSCI 来源期刊 5 篇，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 2 篇，被 CSSCI 收录 2 篇，被人大

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篇，一般期刊 14 篇。 

附：中心第三批参评项目评审结果表 

                                            2010201020102010 年上半年参评项目评审结果年上半年参评项目评审结果年上半年参评项目评审结果年上半年参评项目评审结果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所在单位所在单位所在单位    评定结论评定结论评定结论评定结论    

1 06DFWH0024 岷江上游羌族风俗概观 陈安强 阿坝师范专科

学校 

良 

2 06DFWH0026 绵阳地区道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旅游

开发 

邹洪伟 绵阳师范学院 合格 

3 06DFWH0030 川北大木偶音乐研究 杨林岚 西华师范大学 合格 

4 07DFWH001 巴蜀名人资源的梳理与资源库建设 邓经武 成都大学 良 

5 07DFWH005 民间叙事与中国图像—绵竹年画的文

化透视 

唐星明 西华师范大学 良 

6 07DFWH009 中国近代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鲜乔蓥 西华大学 优 

7 07DFWH014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机制的法

律研究 

张邦铺 西华大学 良 



 10 

8 07DFWH0016 四川藏族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 李玉琴 西南民族大学 良 

9 07DFWH0021 嘉陵江流域历史文化村镇系统保护策

略研究 

周学红 西南科技大学 合格 

10 07DFWH0023 蜀文化与成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李荃辉 成都理工大学 合格 

11 08DFWH002-2 灾害与重建语境中的羌族村寨文化保

护与旅游重振 

汪洪亮 四川师范大学 合格 

12 08DFWH008 成都灾区文物受损情况调查与对策研

究 

吴会蓉 西华大学 良 

13 08DFWH009 吴芳吉诗歌理论与新诗的发生路径 谢应光 西华大学 良 

14 08DFWH003 扬子《法言》今读 纪国泰 西华大学 优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张帆教授简介张帆教授简介张帆教授简介张帆教授简介    

张帆，女，重庆市涪陵区人，毕业于四川师范

大学中文系。1982 年至 1994 年在长江师范学院（原

涪陵师专）中文系任教，1994 年至 2003 年在原成

都师专中文系任教，2003 年至今在西华大学人文学

院中文系任教。曾历任原成都师专中文系副系主

任、系主任、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长期担任 

“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红楼梦研究”“古典

文学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现任四川省省级精品课程《古代文学》负责人，四

川省比较文学研究会理事，西华大学与四川省文史馆合办的“蜀学研究中心”学

术委员。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在长期担任行政工作及教学之余，张帆教授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分别在《孔

子研究》、《红楼梦学刊》、《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论坛》、《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

多篇，涉及的领域有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参编《新华成语辞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史记全本导读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历代

山水名胜赋鉴赏辞典》（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新大学语文教程》（北京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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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出版）、《新视野大学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辞典与教材多部。近

年来，张帆教授的研究方向逐渐集中到巴蜀文学与文化。独立完成四川省教育厅

重点课题“巴蜀词研究”和一般课题“魏了翁寿词研究”， 评审结果均为“优秀”。

出版专著《唐宋蜀词人论丛》 一部（巴蜀书社出版）。发表唐宋蜀词人研究的系

列文章，如苏轼研究系列文章、魏了翁研究系列文章，都分别受到社会的关注,

其中 6篇被 CSSCI 收录。 

曾加荣曾加荣曾加荣曾加荣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曾加荣，女，四川成都人。1984 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

士学位。1984 年 9 月至 1992 年 12 月在乐山师院中文系任教， 1993 年至 2010

年西华大学任教。期间，在复旦大学进修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课程，任四川工

业学院党办副主任，西华大学党办主任、统战部长等职。现为西华大学中文系教

授，蜀学研究中心秘书长，四川现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乐山师院任教期间，曾加荣教授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发表有《论郭沫若的主体意识》《中西意象的流变》等论文。在西华大学任教期

间，主要从事文化素质类课程的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编写有《大学语文》

《中国传统文化概要》等教材，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近 10 篇，CSSCI

收录 2篇。 

近年来，曾加荣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学和蜀学研究两个方面。论文

《重振国学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思考》、《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等，

针对现实中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被 CSSCI 收录；论文《儒家文化与当代

道德建设》，在 2007 年“国学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国际论坛”上发表，引起海

内外专家的注意，文章收入《国学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国际论坛会议论文汇

编》，主要内容被成都市社科院主题论坛——“让国学思想精华服务于当代社会”

转载。曾加荣教授不仅在理论上认真研究国学，并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地弘扬国

学，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要》教材，将自身的思考纳入教学，并撰写《影视教

育与人文精神培养 》、《大学语文的定位和改革》等教改文章，反响较好。2004

年获四川省政府教学成果三等奖。 

近年来，曾加荣教授还承担有省级课题“郭沫若与蜀学传统”，发表《简论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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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与蜀学传统》、《“时风”与“土风”影响下的廖平与郭沫若》等论文。2008

年，在“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曾加荣教授的发言受到与

会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富仁先生、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蔡震先生等

的肯定，评价是选择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其论文收

入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会议论文集，其观点在《郭沫若学刊》、《文学评论》

发表的郭沫若研究现状综述中都有介绍。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短讯四短讯四短讯四短讯四则则则则    

                4 月 23 日到 26 日，中心研究人员范国英博士应邀到扬州参加由中国中外

文艺理论学会、扬州大学文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理论教研室联合举

办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届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范

国英研究员提交了学术论文《1990 年代以来市场对文学制度的介入——以“纯

文学”期刊的评奖为视点》，并在小组讨论中就论文内容与参会专家进行探讨，

其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得到与会专家高度赞许。    

2010 年 8 月 9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与人文学院院长谢应光、人文学院党政

办主任王方前往成都李劼人博物馆商讨合作事宜。李劼人博物馆馆长、副馆长、

办公室主任等参与商谈。双方拟定进行系列合作，共谋发展大计。 

2010 年 8 月 18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在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周年

纪念活动期间，与三苏博物馆馆长杨常沙、副馆长邹敏商谈将三苏祠博物馆作为

中心和人文学院的教学、科研基地。杨、邹二位馆长表示积极支持，希望双方紧

密合作，共同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推广。 

2010 年 8 月 20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中心研究员、人文学院党政办主任王

方前往郫县，与郫县外宣办主任董锐、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郫县社科联秘书长侯

晓东、成都蜀都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良等，共同商讨合作打造扬

雄文化品牌。大家一致同意实施校地合作项目，由郫县县委宣传部牵头，蜀都文

化旅游公司和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共同参与项目的论证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