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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升级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升级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升级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升级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中心主任应邀到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中心主任应邀到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中心主任应邀到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中心主任应邀到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 11111111 届国际学术大会届国际学术大会届国际学术大会届国际学术大会    

☆☆☆☆        中心马边调研课题得到马边高度重视中心马边调研课题得到马边高度重视中心马边调研课题得到马边高度重视中心马边调研课题得到马边高度重视    

☆☆☆☆        《《《《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    

☆☆☆☆        中心应邀参加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中心应邀参加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中心应邀参加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中心应邀参加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

委员会成立大会委员会成立大会委员会成立大会委员会成立大会    

☆☆☆☆        中心应邀参与中心应邀参与中心应邀参与中心应邀参与““““中国口述历史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中国口述历史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中国口述历史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中国口述历史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

讨会讨会讨会讨会””””    

◆◆◆◆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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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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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第四辑第四辑第四辑即将出版即将出版即将出版即将出版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        郑家治郑家治郑家治郑家治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七则七则七则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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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新闻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升级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升级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升级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升级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为进步整合、发掘四川省社科研究资源，汇聚研究队伍，推动四川省哲学社

会科学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四川省社科

联和四川省教育厅决定，建立第二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某地。我中心

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参加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审。参加此次评

审的有来自四川省内十一所高校的十二个研究中心。评审工作按抽签顺序进行，

经过查看材料、汇报陈述、现场答辩、无记名评分等环节，按得分高低确定推荐

名单。出席评审大会的专家有四川大学杜肯堂教授（组长）、四川大学蒋永穆教

授、四川大学徐开来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高晋康教授、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王均、

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李义、省社科联规划与评奖办公室主任黄兵等。评审会

议由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罗仲平主持。 

我校副校长李劲松、科技处处长栾道成、人文社科管理科科长鲜乔蓥、中心

主任潘殊闲、人文学院书记施维树及中心工作人员张洪、李钊代表地方文化资源

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参加了此次评审大会。中心主任潘殊闲作书面汇报并对专家

提问进行了现场答辩。 

在西华大学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经过严格考

察和专家评审，中心与省内另外 8个原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升级为第二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近日，四

川省社科联、四川省教育厅川社联[2010]31 号文件——《关于建立第二批四川

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决定》已正式下发。 

中心主任应邀到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中心主任应邀到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中心主任应邀到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中心主任应邀到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 11111111 届国际学术大会届国际学术大会届国际学术大会届国际学术大会    

                10 月 27－31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到韩国岭南大学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

11 届国际学术大会。大会由东亚人文学会、中国杜甫研究会、韩国岭南大学共

同主办。此次大会的主题是“东亚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今年恰逢世界伟大

诗人杜甫诞辰 1300 周年，大会增设另一主题：纪念杜甫诞辰 1300 周年。共有来

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专家学者 120 余人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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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向大会提交了《试论杜甫的“乾坤”情怀》的论文，并代表第一小

组在大会作总结发言。会议还组织与会专家学者到大邱、庆州、浦项等地考察韩

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心马边调研课题得到马边高度重视中心马边调研课题得到马边高度重视中心马边调研课题得到马边高度重视中心马边调研课题得到马边高度重视    

中心年初组织专家组到马边进行了文化资源的实地考察，之后，中心专职研

究员吴会蓉、李钊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文献，分别撰写了《马边文

化资源及其保护与开发》、《四川马边旅游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两篇报告。

报告对马边文化资源及其文化旅游的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思路、前景预测等作

了非常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析论证。两篇报告已送达马边县委县政府。马边

县委县政府对两篇报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已分发县委宣传

部、县文化局、广电局、教育局、招商局等单位组织学习讨论，力求在全县掀起

掌握地方文化资源、用活地方文化资源的高潮，为实现文化强县的战略目标打下

坚实基础。 

《《《《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研究》》》》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    

11 月 6 日，《文化遗产研究》第一次编务工作会在四川大学科华苑宾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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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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

潘殊闲等参会。会议确定了办刊定位、编委会委员入选标准、双方编辑部工作人

员名单、稿费标准、栏目设置、出版社选择、刊期安排以及创刊号的编辑进程和

宣传策划等工作。会议决定本刊暂定为半年刊，一年分春、秋两季出版。本刊创

刊号预计 2011 年 1 月正式出版。 

 

中心应邀参加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中心应邀参加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中心应邀参加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中心应邀参加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    

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11 月 12－13 日，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

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成都市温江区鱼凫国都温泉大酒店举行。论坛由四川省历史

学会、中共温江区委、区人民政府主办，温江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承办。共有来自

北京、重庆、成都、绵阳、德阳、南充、温江等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部门

的专家、学者和领导 100 余人参加。 

中心主任潘殊闲、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官性根、王方应邀参会，并向大

会提交了《鱼凫文化三论》、《“鱼凫文化”的历史观照》、《试析鱼凫文化的内在

精神》和《大文化视野下的鱼凫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刍议》四篇学术论文。 

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化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温江

区文广局“鱼凫文化研究中心”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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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应邀参与中心应邀参与中心应邀参与中心应邀参与““““中国口述历史中国口述历史中国口述历史中国口述历史    

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    

11 月 21-23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

代四川史编委会、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联合主办，当代四川史编辑部、成都大邑

建川博物馆承办的“中国口述历史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

会”在成都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 150 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中心主任潘殊闲及秘书吴会蓉应邀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万本根主持。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原主任

何郝炬、四川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于伟、四川省社科院院长侯水平、中华口述历史

研究会会长虞和平分别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丁伟志、中华口述历史研

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章玉均、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

伟、江苏省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浙江省温州大学教授杨祥银、四川省政协文

史委主任孙绍荣等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大会分成四个小组，围绕着会议主题，就

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开展口述历史的方法、口述历史存在的问题等展开

了讨论。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马学新、王林、胡曰钢、梁景和分别代表各小组

介绍了本组讨论的主要问题。最后，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与中华口述历史

研究会会长虞和平作了会议总结。 

中心主任潘殊闲向大会提交了论文《〈避暑录话〉——宋代口述史的经典之

作》，该文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并获得好评。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就中国口述历史未

来发展的道路问题开展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深入研讨，大会还组织与会专家学者

参观考察了建川博物馆、汶川地震遗址与大禹文化景区、金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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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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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布重点课题 4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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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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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体育学院、成都信息

工程学院、乐山师范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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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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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一般项目 9 项。项目涉及单位 12 个，经

费总额 10.1 万元。 

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二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二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二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二○○○○一一一一○○○○年课年课年课年课题题题题立项名单立项名单立项名单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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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别 
子项目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成果形式 

10DFWH001 
宋代眉山文化的传统

价值及其现代转换 
重点   李  钊 西华大学 

研究报告

和论文 

魏了翁及宋代寿祝文化研究 张  帆 专著 

李调元戏曲理论与实践及其现代

文化意义研究 
郑家治 专著 

文化名人何其芳研究 谢应光 论文 

10DFWH002 四川名人资源综合研

究 

重点 

成都温江名人王光祈文化思想研

究 
王大清 

西华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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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研历史文化名人研究 方  磊 论文 

流沙河研究 谢明香 
成都信息

工程学院 
论文 

四川曲艺艺术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华明玲 
西南科技

大学 

夹江大千书画纸生产技艺综合研

究 
黄宗凯 

四川理工

学院 

汉语国际推广视野下四川民俗文

化的传播与推广研究 
梁  京 

成都信息

工程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失范的对策

研究—以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 
秦美玉 

成都信息

工程学院 

10DFWH00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保护研究 
一般 

藏、羌、彝族节庆体育文化研究—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视野 

周    挺 
成都体育

学院 

论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视野

下的成都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 
甘再清 西华大学 

10DFWH004 成都学研究 一般 
传统与现代的抉择:成都市历史文

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杨春蓉 

西南民族

大学 

论文 

羌族丧葬文化研究 董常保 阿坝师专 

10DFWH005 羌族文化研究 一般 

羌族民歌保护与传承研究 刘    芬 
西南科技

大学 

论文 

10DFWH006 彝族“布”文化探析 一般   曲比兴义 

马边彝族

自治县文

化馆 

论文 

10DFWH007 
罗江县文化资源的保

护与开发研究 
一般   邹洪伟 

绵阳师范

学院 
论文 

10DFWH008 
峨眉山普贤文化资源

保护开发研究 
一般   但    强 

乐山师范

学院 
论文 

10DFWH009 

四川会馆文化资源的

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学

理构建 

一般   谷云黎 
西南科技

大学 
论文 

10DFWH010 
刘孟伉及其书法艺术

研究 
一般   徐    攀 西华大学 论文 

10DFWH011 

城市更新中传统文化

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以成都为例 

一般   吴    瑕 
四川师范

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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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即将第四辑即将第四辑即将第四辑即将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由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四辑的统稿编辑工作已经完

成，全书约 45 万字，将于 2011 年初由巴蜀书社公开出版发行。本辑论文来自四



 8

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咸宁学

院、广西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广东佛山市博物馆、马边彝族自治县文化馆、

浙江温州市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湖北长江大学、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四

川省文史馆、西华大学等 10 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

内容包括有关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开发应用研究，以及有

关地方文化的交叉学科研究等，其中岷江流域文化研究、四川名人研究、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等为中心的特色研究方向。 

附附附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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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第四辑第四辑第四辑））））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目目目目    录录录录 

理论视野理论视野理论视野理论视野    

四川得名的文化解读……………………………………………………………………  谭继和 

大文化视野下的鱼凫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刍议…………………………………………王  方 

行政法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张邦铺 

岷江流域文化研究岷江流域文化研究岷江流域文化研究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三星堆残身鸟足人像考…………………………………………………………………… 冯广宏 

蜀石经的形成、特色及地位……………………………………………………………… 粟品孝 

青城山、都江为昆仑圣山“成都山”、圣河“成都江”考……………………………  徐学书 

大禹“岷山导江”与“开明决玉垒”传说的历史观照………………………………… 纪国泰 

大禹与李冰治水功绩述略………………………………………………………………… 官性根 

四川名人研究四川名人研究四川名人研究四川名人研究    

卓文君与中华才女之乡临邛……………………………………………………………   祁和晖 

也谈诸葛亮的“政治野心”——从荆州之败说起………………………………张清华  谢元鲁 

论五代西蜀词人“拟作闺音”的时代元素……………………………………………… 张  帆 

苏洵与欧阳修的文章之交及其对当时文风的影响……………………………………   杨胜宽 

论“三苏”产生的政治文化生态……………………………………………………     潘殊闲 

李调元三种《雨村诗话》述评…………………………………………………………   郑家治 

郭沫若历史悲剧的存在主义解读………………………………………………………   陈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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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石帚先生与《国故论衡疏证》……………………………………………………     张志烈 

周太玄与中国现代新诗…………………………………………………………………… 王学东 

国学大师刘咸炘先生研究述论…………………………………………………………… 张  霞 

浅议何其芳“情感粗起来了”以后………………………………………………………  谢应光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花山崖壁画的艺术人类学价值和意义………………………………………… 张利群  张  逸 

原生态绵竹年画与新年画的价值差异及保护与开发…………………………  刘能强  李 瑛 

彭州方言“Χ起”词义变化所反映的等级观念……………………………………     杨绍林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京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例…………………………………………………………………………………………  苑焕乔 

佛山“行通济”民俗探析…………………………………………………………       申小红 

揭秘彝族的谱系文化………………………………………………………………    曲比兴义 

羌年史话…………………………………………………………………………………… 杨光成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文化广场文化广场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成都文庙街史话 ……………………………………………………………………………袁庭栋 

蜀汉政权与罗江…………………………………………………………………………… 沈伯俊 

试论温州地域文化表征、成因及创新发展…………………………………………………胡晓慧 

唐诗中的江南寺院抒写及其文化蕴涵………………………………………… 查清华  汪惠民 

从杭州西湖诗文看晚明江南城市文人的消费方式与观念……………………………… 卢  川 

开发与应用开发与应用开发与应用开发与应用    

自贡井盐文化的保护对策探讨……………………………………………………邹礼洪  钟 莉 

马边文化资源及其保护与开发…………………………………………………………… 吴会蓉 

四川马边旅游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 李  钊  

重庆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赵冬菊 

蜀商的群体站立与文化传承……………………………………………………………… 于代松 

探索大城市近郊农业生态旅游开发的新模式——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义旭东 陈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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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郑家治教授简介郑家治教授简介郑家治教授简介郑家治教授简介    

郑家治，男，生于 1953 年 7 月，四川

营山县人。1982 年 1 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

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 年调入

成都师专，现为西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地

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研究员、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曲研究会会

员、杜甫研究会会员、李清照辛弃疾研究

会会员，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西华大学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

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学术论文写作》、《古代诗歌史论》、《诗词研究》、

《杜甫研究》等课程，系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主讲教师。  

主要研究古代诗学、经学、巴蜀文学及文化。主要科研成果： 

完成省厅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课题《20 世纪巴蜀将帅诗词研究》《明清巴蜀

诗学研究》，在研省厅重点人文社科项目《李调元戏曲理论及实践研究及其现代

文化意义研究》。 

出版《古代诗歌史论》(巴蜀书社 2003 年版，30 万字，独著)、《明清巴蜀

诗学研究》(巴蜀书社 2008 年版，75 万字，上下册，第一作者)、《20 世纪巴蜀

革命将帅诗词研究》(巴蜀书社 2006 年版，18 万字，独著)、《古典诗学论丛》(巴

蜀书社 2010 年版，26 万字，独著)、《四川孝道文化》(巴蜀书社 2010 年版，12

万字，第二作者)等专著，其中《20 世纪巴蜀革命将帅诗词研究》《明清巴蜀诗

学研究》被国家数字图书馆收录，《古代诗歌史论》《明清巴蜀诗学研究》《古典

诗学论丛》等已流传到港台及日本、韩国等地。 

近年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要论文有《先秦两汉诗歌体式嬗变考论》、《20 世

纪传统诗词论略》、《张问陶袁枚诗论异同简论》、《北方少数民族边塞诗歌嬗变及

其原因初探》、《朱德战争诗歌简论》、《李调元戏曲本质论初探》、《自然本色：李

调元戏曲美学思想》等。论文《先秦两汉诗歌体式嬗变考论》被《中国文学年鉴》

介绍，2010 年在“辛弃疾及词学国际论坛” 上宣读的论文《辛弃疾豪放词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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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盛衰的影响》被《光明日报》介绍。 

曾获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四川省教育厅第八届人文社科三等奖。 

◆◆◆◆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七则七则七则七则    
9 月 19 日晚，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在成都文殊院空林讲堂举办的天府

琴歌社成立暨中秋吟月音乐会。 

 

在 11 月 12－13 日召开的“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暨四川省历史学会鱼凫文

化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心主任潘殊闲受聘担任“四川省历史学会鱼

凫文化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11 月 2 日，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在成都峨眉山饭店召开的四川李劼人

研究学会 2010 年工作年会。会议总结了研究会 2010 年的工作，对 2011 年的工

作作出了安排。 

 

近日，中心研究员于代松教授荣获“九三学社 2010 全国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近日，中心主任潘殊闲获西华大学 2009－2010 年度“唐鸿军奖教金”二等

奖。 

 

近日，中心研究员张帆教授、刘能强教授、张邦铺讲师分别获得教育部 2010

年度规划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 

 

近日，中心研究员何东教授中标川西北“十二五”规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