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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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220122012 年度立项年度立项年度立项年度立项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获得教育厅批准获得教育厅批准获得教育厅批准获得教育厅批准    

☆☆☆☆    中心成功举办中心成功举办中心成功举办中心成功举办““““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    

☆☆☆☆    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著名学者著名学者著名学者著名学者项楚项楚项楚项楚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    

☆☆☆☆    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谭继和谭继和谭继和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    

☆☆☆☆    中心两中心两中心两中心两项项项项省省省省社科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社科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社科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社科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    

☆☆☆☆ 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成果成果成果评奖中获评奖中获评奖中获评奖中获得好成绩得好成绩得好成绩得好成绩    

☆☆☆☆    中心主任参加金牛区北改文态沙龙中心主任参加金牛区北改文态沙龙中心主任参加金牛区北改文态沙龙中心主任参加金牛区北改文态沙龙    

☆☆☆☆    中心主任参加杜甫诞生中心主任参加杜甫诞生中心主任参加杜甫诞生中心主任参加杜甫诞生 130013001300130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    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 2012201220122012 年第三届中国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年第三届中国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年第三届中国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年第三届中国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    

☆☆☆☆    中心研究员应邀参加中心研究员应邀参加中心研究员应邀参加中心研究员应邀参加““““2012201220122012 年缅怀李冰学术交流会年缅怀李冰学术交流会年缅怀李冰学术交流会年缅怀李冰学术交流会””””    

☆☆☆☆    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    中心主办刊物中心主办刊物中心主办刊物中心主办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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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2201220122012 年度立项年度立项年度立项年度立项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名单名单名单名单    

☆☆☆☆    中心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中心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中心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中心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    

☆☆☆☆    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合作编纂出版合作编纂出版合作编纂出版合作编纂出版《《《《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卷历史卷历史卷历史卷》（》（》（》（近代部分近代部分近代部分近代部分））））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        王学东王学东王学东王学东、、、、吕蒙博士简介吕蒙博士简介吕蒙博士简介吕蒙博士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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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    

◆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2201220122012 年度立项年度立项年度立项年度立项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获得教育厅批准获得教育厅批准获得教育厅批准获得教育厅批准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12 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科研项目的通知》（川教函[2012]365 号），中心申报的 2012 年度科研项目获

得批准。本年度共获批项目 39 项，其中，重点项目 3项，一般项目（含子项目）

36 项，项目涉及单位 19 个，经费总额 12 万元。 

中心成功举办中心成功举办中心成功举办中心成功举办““““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    

2012 年 6 月 29 日，中心和蜀学研究中心主办，乐山市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

处、四川世传置业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一届蜀学与地方文化论坛”在成都雅乐大

酒店举行。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文史馆、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日报、西华大学等单位的 30 余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由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心学术委员彭邦本主持。 

 

论坛围绕家族文化与蜀学研究、地域文化与蜀学研究、现代蜀学的振兴之路、

江源文明与成都平原的文化复兴、岷江流域非中心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和

成都“北改”的文化选择等六个议题进行主题发言。一批知名学者，如谭继和、

袁庭栋、冯广宏、蔡方鹿、谢桃坊、祁和晖、谢元鲁、彭邦本、徐学书、黄尚军、

伍松乔等，分别就上述议题发表宏论，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辩论。 

中心和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潘殊闲教授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地方文化研究

辑刊》和《蜀学》辑刊的办刊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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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学者充分了肯定西华大学两个研究中心这些年所做的大量工作和

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希望两个中心再接再厉，继续扎实地为建设四川文化强省做

出具有学术份量和独有特色的贡献。 

    

中心邀请著名学者项楚先生中心邀请著名学者项楚先生中心邀请著名学者项楚先生中心邀请著名学者项楚先生讲学并受聘讲学并受聘讲学并受聘讲学并受聘为我校为我校为我校为我校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 

 

6 月 7 日下午，中心邀请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先生莅临我校讲

学。讲座开始前，项楚先生与人文学院的教师进行了座谈。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

的治学经验和感受，认真地回答了教师们有关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提问，勉励青年

教师要带着问题意识去读书和研究。 

 

随后，新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项楚先生以《敦煌文化》为题开始了

他作为西华大学特聘教授的第一次讲学。他从自己对敦煌文化研究的经历讲起，

介绍了敦煌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与佛教的关系、敦煌莫高窟壁画重要的

思想艺术价值、敦煌文化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等。项楚先生的讲解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使在座师生对敦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讲座结束之后，举行了我校特聘教授聘书颁发仪式。副校长王政书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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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项楚教授颁发聘书。 

作为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项楚先生在学

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

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

学坛。 

    

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中心邀请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讲学并受聘为我校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 

 

6 月 14 日下午，中心邀请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

所研究员谭继和先生莅临我校，在新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为师生们精彩解读了神

奇、神秘、神妙的巴蜀文化，并在讲座结束后受聘为“西华大学特聘教授”。 

 

谭继和先生从海内外古今文人雅士对天府之国的神奇特异观感入题，详细梳

理了巴蜀自然世界无边的神奇、文化世界无尽的神秘、心灵世界无穷的神妙等基

本特征，并从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来思考巴蜀文化的特征对于构建当代四川特

色文化的重要启示意义。讲座中，谭继和先生穿插许多生动的传说、典故和史实，

并辅以大量的图片，使在座师生对巴蜀文化有了直观的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讲座结束后，副校长王政书为谭继和先生颁发了特聘教授聘书。 

谭继和先生是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

任，主要从事巴蜀文化研究，学术研究涉及文化史研究、旅游学研究、民俗学研

究、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郭沫若研究、当代四川研究等多个领域，在史学界享有

崇高声望。 

    

中心两项中心两项中心两项中心两项四川省四川省四川省四川省社科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社科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社科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社科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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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四川省社科联项目鉴定中心组织专家对中心承担的两项四川省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进行了结题鉴定，谢应光教授主持的项目《现代四川作家

成长研究与当代四川文化建设》（项目批号：SC10E013）和冯永泰副教授主持的

项目《四川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制度建设研究》（项目批号：SC10E012）均顺利

通过鉴定。 

结题鉴定会由四川省社科联项目鉴定中心主任魏凤琴主持，来自四川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的彭邦本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李诚教授和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的王川教授等专家组成项目鉴定小组，我校科技处副处长鲜乔蓥及项目组成员

参加了鉴定会 

 

专家们首先认真听取了两位项目主持人对项目进展及研究成果所作的汇报，

然后分别进行了点评并提问，两位项目主持人一一作了回答。经过评议，专家组

认为，两个项目的中期研究成果比较充分，反映最终成果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

完成了预定的研究任务，提出的有关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与建议对四

川建设文化强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专家组一致同意两个项目通过评审，

评议等级为良好。 

    

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成果成果成果评奖中获得好成绩评奖中获得好成绩评奖中获得好成绩评奖中获得好成绩    

 

中心专职研究员在我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获得好成绩。。。。其中，一等

奖 4 项，分别是：官性根的专著《宋代成都府政研究》、潘殊闲的专著《唐宋文

学论稿》、谢应光的合著《梦中道路——何其芳的艺术世界》、纪国泰的专著《扬

子法言今读》；二等奖 4项，分别是吕蒙的论文《唐<剑阁诗刻>拓片辨伪》、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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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专著《古典诗学论丛》、范国英的专著《新时期以来文学制度研究——以茅

盾文学奖为中心的考察》、武小军的论文《人口跨域流动与地域方言变化——四

川方言入声字口音调查》；三等奖项人：冯永泰的论文《简论马克思“消费与生

产之间的同一性”命题》。 

    

中心主任参加金牛区北改文态沙龙中心主任参加金牛区北改文态沙龙中心主任参加金牛区北改文态沙龙中心主任参加金牛区北改文态沙龙    

 

2012 年 4 月 20 日下午，由成都市社科联主办、金牛区社科联承办的成都“北

改”文态建设电视主题沙龙在华侨城欢乐谷举行。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来

自四川省社科院、成都市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金

牛区宣传部、文管所、电视台以及成华区、新都区、郫县等“北改”区域的相关

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 10 多人参加。沙龙围绕城市文态建设的内容、城

北有哪些文化元素可以挖掘、如何处理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之间的关系、在

“北改”中如何推进城市文态建设、城市文态建设如何避免同质化，体现城市特

色等六个问题展开讨论。潘殊闲着重就“如何处理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之间

的关系”回答了电视台主持人刘晓红的提问，并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关于如何处理城市发展和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潘殊闲回答说：文化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也是城市的记忆。城市的发展与文化资源的保护确实是

一对矛盾。现在四川提出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两化互动”，

必然会触及到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现在成都又提出“北改”。“北改”是成都改

善城市品质、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机遇，它与成都“北改”范围内的文化资源的

保护客观上形成了矛盾。当然，我们不能说城市不发展，城市文化资源就自然能

得到保护，或者说原生态下的文化资源一定比城市发展下的文化资源好。其实，

一些文化资源如古建筑、古遗址，历经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早已破败不堪甚至

荡然无存。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城市的发展并非水火不容。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所

谓“历史文化遗产”，其实也是重修重建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城市必然要扩容，要改造，要升级，处于“两化”阶段

的城市大发展没有错，成都的“北改”也没有错，关键是在“改”的过程中如何

保护、传承好我们城市的文化资源，让城市“文脉”永续，并不断发扬光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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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问题。 

客观讲，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没有一个完美的标

准和固定的模式，需要根据当地的文化资源现状，因地制宜，因物制宜。全国各

地城市发展，在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方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教训。比如有

些地方文化资源非常富集，那就不能拆，只能是就地保护，让新城在城市周边发

展，苏州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苏州的高速发展，从某种角度讲得益于其古典与

现代的和谐交融。而有些地方的文化资源，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遗迹、遗址、遗

存，已经破碎不堪，甚至难觅踪迹，仅徒有其名，故可采取适当措施将一些无关

紧要的拆除或者是重新建设。需要说明的是，城市文化资源并非仅指古代的，事

实上，城市的一些现代建筑、现代景观、现代设施，也有很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文

化价值，应该适当保留或改建。 

关于在“北改”中如何保护城市文脉，潘殊闲认为：：：：成都的“北改”不是简

单的大拆大建，以拆促建。文化是一个记忆，如果一个城市连记忆都没有了，那

就真是千城一面了。现在，我们走到很多城市，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宽阔的马

路，确实没有城市个性的标志，没有城市的历史文化，“文脉”已经中断，所以

我们在“北改”中努力保护城市的文脉是非常重要的。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要

留住记忆。首先要梳理“北改”范围内文化资源的形态，比如说古建筑、桥梁、

道路、山河、街巷等不同类型的遗留形态。沙河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多，可以适

当梳理做一些修复、修葺、修缮、修整乃至创意；有些破烂不堪的可以拆掉重建。

一些地名和桥梁依托历史文化意蕴，可以做一些新的开发。另一方面要恢复记忆。

因为种种原因，有些历史遗产、遗存、遗址已经遭到了毁灭，我们可以有针对性

地作一些选择，做一些恢复和重建。如净众寺，又名万福寺，唐开元十六年由新

罗国僧人无相募资建造，是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印行地，在相当长时间里

是成都西城的名胜之一。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虽然很矛盾，但是如果我们处

理好了，就既保存了城市的文脉和历史根基，城市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关于城市建设如何避免同质化，潘殊闲认为：：：：城市建筑容易同质化，外在形

式特别容易复制，要避免同质化的最大抓点就是文化。地方文化是不能复制的，

它具有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在注意物质文化、生态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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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物质文化形态，特别是民风民俗民艺，这也是一种识别系统，类似于一个

地方的 DNA，要倍加呵护，精心提炼。一个地方，文化资源可以千千万万，但一

定要找到自己文化的灵魂。这个灵魂理所当然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标志。要在城

市建设中注入这个灵魂，彰显这个标志，并进行创意设计和营销、营造，使之成

为这个地方独特的、有个性的文化品牌和文化符号，这是避免城市同质化的锁钥。 

    

中心主任参加杜甫诞生中心主任参加杜甫诞生中心主任参加杜甫诞生中心主任参加杜甫诞生 130013001300130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今年是杜甫诞生 1300 周年，成都作为杜甫的第二故乡，举行了系列纪念活

动，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    

9 月 20 日下午，“纪念杜甫诞生 1300 周

年杜诗书画展”开幕式在杜甫草堂大雅堂举

行。晚上，“诗圣著春秋”——纪念杜甫诞生

1300 周年主题晚会在杜甫草堂盆景园举行。    

9 月 21 日上午，杜甫诞生 1300 周年纪念

大会在成都金牛宾馆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由国家文化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

办，四川省文化厅、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成都市文化局、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协办，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黄彦蓉主持。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文化部副

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先后在纪念大会上发言。    

9 月 21 日下午至 22 日，举行了“杜甫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六

届年会”，来自海内外 120 多名专家、学者和有关杜甫纪念地的工作人员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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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开幕式由成都市文化局局长朱树喜主持，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

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包惠、四川杜甫学会会长张志烈、98 岁高龄的著名作家马

识途分别致辞。中心主任潘殊闲主持了一场大会发言，并就提交的《论杜甫的“壮

士”情结》向大会作了报告。    

    

9 月 22 日晚，杜甫草堂还举行了

“纪念杜甫诞生 1300 周年主题活动—

—文化名人走进草堂讲座”，来自香港

浸会大学的邝健行教授在大雅堂前就

“诗的国度，一语的思考”向公众作了

一场精彩的演讲。 

    

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 2012201220122012 年第三届中国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年第三届中国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年第三届中国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年第三届中国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    

 

2012 年 7 月 24－25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 2012 年第三届中国汶川

大禹文化旅游节。 

    

24 日上午，旅游节开幕式在大禹诞生地汶川县绵虒镇举行。随后，在大禹

祭坛举行隆重的大禹诞辰祭祀活动。下午，参观考察了绵虒古镇、龙溪羌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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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羌文化街、汶川博物馆。晚上，在大禹农庄举行了藏羌自助烧烤锅庄歌舞篝火

晚会。 

    

25 日上午，在大禹农庄举行了大禹文化与汶川旅游发展座谈会。来自四川

省社科院、四川大学、成都市文物考古院、绵阳师范学院、西华大学的专家学者、

汶川县、绵虒镇的有关领导和大禹文化爱好者以及有关媒体代表共 40 余人参加

了座谈会。    

    

中心研究员应邀参加中心研究员应邀参加中心研究员应邀参加中心研究员应邀参加““““2012201220122012 年缅年缅年缅年缅怀李冰学术交流会怀李冰学术交流会怀李冰学术交流会怀李冰学术交流会””””    

 

2012年8月10日，由四川省水利协会都江堰分会、都江堰管理局主办的“2012

年缅怀李冰学术交流会”在都江堰管理局隆重举行。来自四川大学、西华大学、

四川省水利厅、都江堰管理局、人民渠第一管理处、四川省人民渠第二管理处、

都江堰外江管理处、东风渠管理处、龙泉山灌区管理处、张家岩水库管理处、石

盘水库管理局、通济堰管理处、黑龙滩灌区管理处等十余家单位的 30 多位专家

学者和管理人员出席了此次交流会。中心研究员曾加荣、官性根、吴会蓉等参加

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尹邦军主持，会议议程分为二项，一是由四川省

水利厅、都江堰管理局的相关领导作重要讲话。二是各位学者围绕大会主题进行

学术交流发言。 

中心研究员官性根与吴会蓉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官性根作了《大禹与李冰

治水功绩述略》的发言，对学术界在治水方面存在的“禹功为大”、“冰功为大”

以及“禹冰同功”的三种观点进行了剖析，认为：大禹治水与李冰修建都江堰都

是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之所以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是由于其所站的角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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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从宏观上看，是禹功为大； 从微观上看，则是冰功为大； 从中观上分析，

则为禹冰同功，这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 

吴会蓉作了题为《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代卷）的编纂情况》 

的交流发言，对编纂《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代卷）的缘由、编纂

体例与内容结构作了具体的阐述。 

    

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据《巴蜀史志》2012 年第 4 期公告，由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承担的

《清嘉庆新都县志》整理重印本，获得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旧志整

理”唯一的一等奖。    

《清嘉庆新都县志》是中心与新都区方志办的一个合作项目。2007 年 5 月，

新都区方志办与中心签订协议，中心委托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承担《清嘉庆新

都县志》的点校编辑工作。该书虽然仅有 18 万字，纪国泰教授却耗费了三年多

时间才得以完成。纪国泰教授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令新

都区方志办领导和工作人员倍加赞赏和钦佩。现在该成果获得一等奖，这既是新

都区方志办的荣誉，更是对中心研究人员走出象牙塔，服务地方社会的充分肯定

和嘉奖。    

    

中心主办刊物中心主办刊物中心主办刊物中心主办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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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中心主办刊物《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创刊于 2007 年，每年一辑，公开出版，

面向海内外销售，现已连续出版五辑，在学界和社会产生良好影响，目前已被美

国国会图书馆等海内外重要图书馆收藏。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Go to Library of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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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rary has reinstated the old user interface to the LC Online Catalog. The beta user interface is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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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the new ver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Online Catalog 

DATABASE: Library of Congress Online 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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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RESULTS: Displaying 1 of 1. 

Di fang wen hua yan jiu ji kan. 

Relevance:    
     

LC control no.:    2012211033 

LCCN permalink:    http://lccn.loc.gov/2012211033 

Type of material:    Serial (Periodical, Newspaper, etc.) 

Main title:    Di fang wen hua yan jiu ji kan.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Published/Created:    2008- : Chengdu Shi : Tian di chu ban she 

 2010- : Chengdu Shi : Ba Shu shu she 

 2008- : 成都市 : 天地出版社 

 2010- : 成都市 : 巴蜀书社 

Publication history:    Began with Di 1 ji (2008). 

 Began with 第 1辑 (2008). 

Description:    v. ; 26 cm. 

CALL NUMBER:    DS793.S8 D53 China 

 Set 1 

-- Request in:    Asian Reading Room (Jefferson, LJ150) 

     

-- Status:    Not Charged 

-- Latest receipts:    no. 4 (2011) 

no. 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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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220122012201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立项名单立项名单立项名单立项名单    

项目名称及类别 课题负责人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

别 
子项目名称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成果 

形式 

12DFWH001 

岷江上游非

物质文化遗

产的调查、

评价及其开

发模式研究 

重点   王瑛 教授 
乐 山 师 范

学院 
论文 

12DFWH002 

巴蜀画派与

20世纪巴蜀

代表书画家

研究 

重点   王兴国 教授 成都学院 论文 

12DFWH003 
成都客家民

俗文化研究 
一般   曾为志 讲师 

成 都 信 息

工程学院 
专著 

12DFWH004 

科学发展观

视野下的地

方文化资源

保护机制研

究 

一般   施维树 教授 
银 杏 酒 店

管理学院 
论文 

世风与人心

的故乡书写

——马识途

创作的哲学

文化谋略研

究 

张德明 教授 
西 南 科 技

大学 
论文 12DFWH005 

四川名人资

源综合研究 
一般 

晚清蜀中红

学家孙桐生

与《红楼梦》

研究 

程建忠 副教授 成都学院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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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现代知

名音乐教育

家研究 

张铭 副教授 
四 川 音 乐

学院 
论文 

唐君毅伦理

思想研究 
张力 副教授 西华大学 论文 

四川文化名

人吴玉章宪

政思想研究 

龚俊 讲师 西华大学 论文 

改革开放新

时期邓小平

文化思想研

究 

唐山清 讲师 西华大学 论文 

四川近现代

名人故居法

律保护制度

研究 

夏永全 讲师 西华大学 论文 

四川民间工

艺文化保护

与现代化重

构问题研究-

崇州道明竹

编为例 

江昀 教授 
成 都 理 工

大学 
论文 

汉源县九襄

镇清代黄体

诚修建贞洁

牌坊的艺术 

杨光伟 副教授 西华大学 论文 

峨眉武术养

生文化发掘

研究 

韩玉姬 讲师 
成 都 中 医

药大学 
论文 

甘孜州唐卡

艺术的保护

与传承研究 

张军 讲师 西华大学 论文 

12DFWH006 

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

传承与开发

研究 

一般 

川东龙舞文

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研究 

孙亮亮 助教 
四 川 文 理

学院 
论文 

《医录便览》

整理与研究 
杨观 副教授 

绵 阳 师 范

学院 
论文 

四川木里俄

亚纳西族东

巴文献整理

研究 

曾小鹏 讲师 
西 南 科 技

大学 
论文 

12DFWH007 
地方文献的

整理与研究 
一般 

地方高校开

展地方文献

的收集整理

谭长拥 
助理研

究员 
西华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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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利用

研究 

建设和谐社

会背景下成

都休闲体育

文化研究 

陶宇平 副教授 
成 都 体 育

学院 
论文 

成都市青白

江区城厢古

镇历史文化

研究 

安勇 副教授 论文 

成都古镇文

化资源的产

业化发展研

究 

王贝 副教授 论文 

成都社区文

化建设综合

研究 

李胜萍 讲师 

西华大学 

论文 

12DFWH008 成都学研究 一般 

成都店招文

化研究 
朱勇 讲师 

四 川 师 范

大学 
论文 

温江古蜀国

遗迹保护与

开发研究 

张笑薇 讲师 
四 川 教 育

学院 
论文 

12DFWH009 

古蜀文化保

护与开发研

究 

一般 
郫县古蜀文

化的保护与

开发研究-以

望丛祠为中

心的考察 

汪兆旗 教授 西华大学 论文 

四川彝族原

始宗教音乐

研究 

杜梦甦 讲师 
四 川 音 乐

学院 
论文 

岷江上游羌

族聚落形态

多样性保护

研究 

马志韬 讲师 
西 南 交 通

大学 
论文 

甘孜藏族自

治州民间音

乐研究与保

护 

王博 讲师 
四 川 民 族

学院 
论文 

12DFWH010 藏羌彝研究 一般 

四川藏族锅

庄舞的保护

与开发研究 

王力勇 讲师 西华大学 论文 

12DFWH011 
四川地方文

化研究 
一般 

民国时期内

地城市贫困

人口与社会

李映涛 副研究

员 

四 川 省 社

会科学院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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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研

究_以四川为

例

(1911-1937) 

四川红色文

化资源在高

校人文素质

教育中的价

值研究 

黄静 副教授 
四 川 音 乐

学院 
论文 

四川省文化

产业集群培

育研究 

张俊 副教授 西华大学 论文 

大熊猫文化

传播提升四

川形象的路

径研究 

蹇莉 
助理研

究员 

四 川 省 社

会科学院 
论文 

四川地方旅

游节庆文化

同质化规避

机制研究 

刘婧 讲师 

四 川 烹 饪

高 等 专 科

学校 

论文 

川西林盘乡

土文化资源

的传承与利

用模式研究 

杨晓艺 讲师 成都学院 论文 

四川省小城

镇公共文化

服务绩效评

估指标体系

研究 

唐冰寒 讲师 
成 都 理 工

大学 
论文 

12DFWH012 

文化产业开

发中的误区

研究 

一般   邱明丰 
助理研

究员 

四 川 文 化

产 业 职 业

学院 

论文 

12DFWH013 

四川明末以

前木构建筑

遗存保护研

究 

一般   张宇 讲师 
西 南 交 通

大学 
论文 

 

    

中心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中心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中心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中心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    

    

近日，《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六辑）已完成组稿，本辑开设栏目有理论

纵横、江源岷山与岷江流域文化研究、四川名人研究、纪念李白逝世 125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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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杜甫诞生 1300 周年专题研究、成都“北改”文化生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地方文化广场、开发与应用和口述四川，作者 90％以上为教授和博士。 

    

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合作编纂出合作编纂出合作编纂出合作编纂出版版版版    

《《《《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卷历史卷历史卷历史卷》（》（》（》（近代部分近代部分近代部分近代部分））））    

 

近日，中心与都江堰管理局签订协议，合作编纂出版《都江堰文献集成·历

史卷》（近代部分）。目前，该卷已基本完成文字录入，即将交付巴蜀书社出版。 

 

◆◆◆◆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王学东博士简介王学东博士简介王学东博士简介王学东博士简介    

王学东：男，1979 年生于乐山沐川。2000

年毕业于内江师范学院。2007 年毕业于四川大

学，获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2010 年毕业

于四川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

新诗、四川作家、现代文化。先后主持省厅校

级各类项目“郭沫若古诗今译研究”、“四川当

代先锋诗歌流变研究”、“中国当代语言诗的演变及特征研究”等。2010 年出版

诗学研究专著《“第三代诗”论稿》，巴蜀书社出版。参编著作及教材有《新视野

大学语文》、《戏剧鉴赏辞典》、《文学鉴赏》、《现代文学经典导读》等。在《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报》、《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湘潭大学

学报》、《宁夏社会科学》、《诗探索》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非非主义”诗

歌成员，曾在《星星》、《青年作家》、《非非》、《芙蓉锦江》、《诗潮》、《世界诗人》

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作品近百篇。诗歌作品入选《乐山文学 60 年·诗歌卷》，

《21 世纪中国最佳诗歌》等。 

吕蒙博士简介吕蒙博士简介吕蒙博士简介吕蒙博士简介    

吕蒙：（1980—），男，汉族，山东费

县人，文学博士，毕业于西南大学汉语

言文献研究所，专业为汉语言文字学，

主要研究碑刻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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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战国至隋出土文献引经辑证》（编号

XQ20110014）、西华大学校内重点项目《汉魏六朝碑刻古文字研究》（2011）。曾

参研教育部古委会项目《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毛远明教授主持，项目批准号：

教古字[2000]19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晋南北朝石刻异体字研究、异体字

字典及语料库》（毛远明教授主持，项目批准号 06BYY033）。 

曾发表论文《释“悬米”》（《中国语文》，2011.2）、《唐〈剑阁诗刻〉拓片辨

伪》（《文献》，2011.4），另在省级刊物发表七篇学术论文。 

    

 

◆◆◆◆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        

中心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考上 4位在职博士，引进博士 2人） 

中心学术委员、省级教学名师谢应光教授入选《四川省高校优秀教师风采

录》。 

中心专职研究员冯永泰、张邦铺、吕蒙当选西华大学 2011 年科研工作先进

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