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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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成功举办成功举办成功举办““““2011201120112011 地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论坛地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论坛地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论坛地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论坛””””    

2011 年 11 月 12 日，经过充分准备、精心筹划的“2011 地方文化与经济社

会发展论坛”在西华大学人南校区举行。        

此次论坛云集了来自西华大学以及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文

史研究馆、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乐山师范学院、成都

大学、四川博物院、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考古所、成都博物院、四川省

地方志办公室等近二十家科研院所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西华大学党委书记、

社科联主席张小南，副校长胡丹、王政书和四川省社科联规划评奖办主任黄兵、

学会部副部长许强等校内外领导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由四川省社科联与西华大学联合主办，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国

家 985 创新平台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基地、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研

究馆蜀学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                                                             

隆重开幕隆重开幕隆重开幕隆重开幕    

副校长胡丹主持上午举行的论坛开幕式。张小南书记首先在致辞中指出，

2011 地方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论

坛是今年西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刚刚结

束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制定了宏伟

蓝图。当前，四川正在着力推进

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建设，作为文

化资源丰富的大省，如何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进一步凸显出文化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实现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

跨越，将是开创四川科学发展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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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地方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论坛，可以说正当其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紧接着，四川省社科联规划评奖办主任黄兵致辞。黄主任说，目前，我省正

在加快推进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的步伐，本届论坛以“地方文化与经济社

会发展”为主题，目的是促进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使文化资源更好地为

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这与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与

我省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重大决策是完全吻合的。黄主任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

开发研究中心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中心进一步发挥自身作用，为建设文

化强省作出应有的贡献。 

    长江学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文化遗产研究》主编曹顺庆教

授作《文化遗产研究》创刊致辞。我校人文学院副院长、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

发研究中心主任潘殊闲教授代表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

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和蜀学研究中心作工作报告。最后，副校长王政书宣读

了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和蜀学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及

学术顾问名单。 

精彩发言精彩发言精彩发言精彩发言    

    开幕式后，论坛举行首场大会发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

史学会副会长、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

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彭邦本

主持大会发言，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院长王川教授，西华师范大学区域

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金生杨教授作评

议。共有 10 位专家作主题发言，包括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

学会会长、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蜀

学研究专家胡昭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林向，四川省文

史研究馆馆员、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冯广宏，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教授、著

名蜀学研究专家蔡方鹿，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宋代文学文献研究专

家曾枣庄，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著名蜀学研究专家谢桃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

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会会长、四川杜甫研究会会长张志烈，乐山师范学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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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著名“三苏”研究专家杨胜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著名文化

人类学研究专家徐新建。 

   下午，论坛分两个小组进行讨论。

随后举行第二场大会发言，由省社科

院研究员谭继和主持，成都大学邓经

武教授、四川大学徐亮工教授作评

议。共有 9位学者作主题发言，包括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祁和晖，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巴

蜀全书》和《儒藏》主编舒大刚教授，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蔡东州教授，四川文史研究馆王定璋研究员，西

华师范大学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金生杨教授，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张帆教

授，西华大学艺术学院刘能强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院长王川教授，四

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教授。谭继和教授对此次论坛的意义作了精辟点评。

他说，这次论坛包括了三个关键词：文化、经济和社会，也就是在集中探讨一个

问题，文化是什么？在当下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成果；文

化是灵魂，引领民族核心价值；文化是创意，引领创意经济；文化是情怀，是道

德，引领社会风气。 

胜利闭幕胜利闭幕胜利闭幕胜利闭幕    

闭幕式由曹顺庆教授主持。他说，地方文化、文化遗产与各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关系十分密切。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在不少时候，在不少场合，就是一种硬实

力。所以，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强县（区）成为各地的奋斗目标。作为文

化人，我们在做好自己学术研究的同时，确实应该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作点贡

献。地方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论坛算是为这种结合所作的一种尝试。 

    最后，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西华大学地

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彭邦本作大会总结。他

说，这次论坛对四川地方文化的深入研

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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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归纳起来，有五个特点：第一，这是一

次高水平的论坛。参与论坛的学者少长咸集，既有一批德高望重、学术造诣精深、

成果丰硕的老一代学者，又有年富力强、功底扎实、思想新锐的中青年学者与会。

第二，这是一次多学科专家深入探讨的地方文化的盛会。文、史、哲、考古、宗

教、语言等学科，围绕主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第三，这是一次新

见迭出的盛会。有新材料的发现，有新方法的使用，既有对宏观大问题的重新阐

释，又有对小问题的深入新读，均能让人耳目一新。第四，这是一次民主的讨论。

此次论坛充满了商讨的气氛。专家学者们都能坦然地面对不同意见，共同提高，

更多地发扬了学术的商讨、民主精神。第五，这是一次既力求新知又经世致用的

论坛。既有纯学术的务虚的探讨，又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各地旅游业发展、区域

文化品牌打造的建设性的务实探讨。总之，这次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四川

地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将产生积

极的影响和作用。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行，标志着西华大学在地方文化的研究与开拓等方面，产

生了较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在全省文化研究领域率先迈出了贯彻十七届六中

全会精神、推动四川文化强省建设的有力步伐。 

    

四川省政协委员考察团莅临中心考察指导工作四川省政协委员考察团莅临中心考察指导工作四川省政协委员考察团莅临中心考察指导工作四川省政协委员考察团莅临中心考察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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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6 日上午，四川省政协委员考察团一行 40 余人在四川省省政

协常委、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均的带领下，莅临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

发研究中心考察指导工作。西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民朴、副校长李劲松陪同考察。 

 

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潘殊闲教授向考察团成员介绍了中心的历史沿

革、学术团队打造、标志性成果孵化、学术资源整合与学术平台的搭建以及对外

交流与合作等情况。 

考察团成员实地观看了中心这些年取得的各项成果，对中心近年来着力打造

宽阔的学术平台与富有成效的对外合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中心所办刊物《地方文

化研究辑刊》和《文化遗产研究》饶有兴趣，纷纷翻阅索要。他们认为，一所地

方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能够办得如此富有生机和活力，能够勇敢走

出象牙之塔，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让人钦佩。 

    

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中心主任参加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议    

暨基地授牌仪式暨基地授牌仪式暨基地授牌仪式暨基地授牌仪式    

2011 年 12 月 16 日，四川省 2011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议暨基地授

牌仪式在成都峨眉山国际大酒店举行。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均以及

副书记、副主席唐永进和罗仲平等社科联领导以及全省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及各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共计 10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罗仲平主持。

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出席。 

 

会议首先宣布了入选第二批和

第三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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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地名单，并举行授牌仪式。中心作为第二批入选基地，在首轮授牌仪式中接

受了王均书记的授牌。之后，会议表彰了优秀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首

批入选的重点基地中，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的川菜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农业大

学的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电子高等专科学校的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

心、乐山师范学院的郭沫若研究中心被授予“优秀重点研究基地”称号。四川农

业大学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优秀重点研究基地在会上介绍了基地发

展的先进经验。省社科联规划评奖办主任黄兵总结了 2011 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

工作，通报了四川 2012 年社科工作要点。省社科联规划评奖办副主任宋歌通报

了四川省 2010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统计报告；省社科联社科成果鉴定中心主任

魏凤琴通报了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和省规划项目鉴定结题及《重要成果专报》

采编情况。会议还对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实现零突破的单位——宜

宾学院进行表彰；会议还表彰了 2010－2011 年度科研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罗仲平对 2012 年度的全省社科工作作了部署。 

 

最后，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均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王书记回顾

了 2004 年中央发布《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意见》以来，全省社科工

作所取得的各项重大成绩，表现在：一是包括县、市、州和高校社科联、民办科

研机构、省级学会、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和科普基地在内的全方位的社科阵地，形

成了全方位覆盖社会，这是社科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二是科研水平大大提高。

今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作出加快文化发展的重大决议，这是哲学社会繁荣

发展的第二个春天。他希望各高校，各重点研究基地，一定要把握机遇，乘势而

上，共同努力，为建设文化强省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心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心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心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心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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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23 日，中心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对今年

提出的已立项项目的结题申请进行评审。同时，根据中心内外发生的新情况，学

术委员会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章程》、《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

开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章程》、《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管

理办法》、《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经费管理办法》等四项规章制度进

行了修订。委员会还对 2012 年度的中心《课题指南》进行了讨论。 

    

中心应邀参加中心应邀参加中心应邀参加中心应邀参加““““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 年 10 月 17-19 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四川

省历史学会、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

彭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隆重

举行。会议由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主持，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嘉宾及

尹昌衡后裔共 150 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彭邦本、中心主任潘殊闲及教师吴会蓉出席了会议。 

    10 月 17 日九点，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宣布会议开幕，四川省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侯雄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四川省人大副主任王宇坤、

四川省政协主席曾清华、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森时彦、台

湾国史馆篡修研究员侯中军分别致辞。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学者合影留恋。 

上午 10：30——12：00，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先生的主持下，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四川省历史学会

会长谭继和、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森时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

业英等就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历史遗产、辛亥革命的特点、辛亥区域变局与区

域文化变迁、辛亥革命前后四川棉制品流通动向、尹昌衡与四川辛亥革命等问题

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10 月 17 日下午至 18 日上午，大会分成四个小组，16 个会场，围绕会议主

题，就辛亥革命的地位、特点与性质，保路运动与四川辛亥革命，辛亥人物暨尹

昌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心研究员吴会蓉参与了第三小组第 7场的评

议，对龙显昭、陈廷湘、曾绍敏、田永秀等先生的报告作了评议。此后，又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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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组第 12 分场中作了题为《尹昌衡研究述论》的报告，对尹昌衡研究的现状、

重要性与对策进行了分析，获得了与会人士人好评。 

10 月 18 日下午，左玉河、迟云飞、鲜于浩、黄天华分别代表各小组总结了

本组讨论的问题。接着，陈廷湘与祁和晖先生分别作了《四川辛亥革命与保路运

动评议》、《四川辛亥革命与尹昌衡研究评议》。最后，谭继和先生庄严宣布会

议闭幕。 

会后，会务组还组织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们参观考察了尹昌衡故居、金沙

遗址博物馆与四川省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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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项目检查及结题评审工作年度项目检查及结题评审工作年度项目检查及结题评审工作年度项目检查及结题评审工作    

中心 2008—2009 年度的立项课题已经到期，中心开始了项目结题工作。 

本年度向中心提出结题申请的共有 8 所高校的 12 个项目，中心于 12 月 23

日专门召开学术委员会予以评审。经过专家们的严格评审，屈立丰等 10 位项目

负责人主持的项目均顺利通过验收，2个项目未予通过，建议延期。12 个项目中，

获得优秀的项目 2个，获得良好的项目 4个，优良率达 60%。 

从提供的成果形式看，有专著，有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课题负

责人大都能够按照协议要求保质保量提供结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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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它已经到期的项目，中心已与项目所属高校科技处及项目负责人取得

联系，要求他们办理延期手续。对于已经立项但未到期的项目，中心通过对方科

技处，检查项目进展情况。目前，已经收到项目负责人的延期结题申请表与项目

中期进展情况检查表。 

 

附：中心 2011 年度课题评审结果： 

2011201120112011 年中心项目年中心项目年中心项目年中心项目结题评审结果结题评审结果结题评审结果结题评审结果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所在单位所在单位所在单位所在单位    评定评定评定评定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 08DFWH007 

 

新世纪中国动画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

的关系研究 

屈立丰 西华大学 优 

2 09DFWH004-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攀枝花

本土方言与习俗研究 

兰玉英 成都信息工

程学院 

优 

3 06DFWH005 青城山道教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与保

护研究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

学 

良 

4 08DFWH009-1 巴蜀诗歌与诗学研究新世纪成都本土

作家研究——“大生活”作家群的地

方文化意识 

汪坚强 四川教育学

院 

良 

5 08DFWH014 侗族拦路歌研究 黄明政 绵阳师范学

院 

良 

6 08DFWH005-1 彭州方言与民俗 杨绍林 西华大学 良 

7 09DFWH003-1 四川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保护研究-

四川南充农村地区民间器乐作品收集

整理及民间音乐文化资源保护研究 

何虑 乐山师范学

院 

合格 

8 09DFWH003-3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研究 华茂 西华大学 合格 

9 08DFWH012 川剧传承、发展与大学生教育 景安东 绵阳师范学

院 

合格 

10 08DFWH006 绵竹民间木板年画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刘能强 西华大学 合格 

11 09DFWH005-3 射箭提阳戏的探析 余天鹏 四川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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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8DFWH002 

 

震后羌族城市建设中传统文化资源的

保护与利用  

陈颖 西南交通大

学 

不合格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官性根官性根官性根官性根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官性根，男，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

华大学历史文化系主任。先后发表了《论张俞的治国思

想》、《成都知府与宋代蜀学的发展》和《论宋代成都知府

的宽猛之术》等 20 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宋代成都府

政研究》等学术专著，分别承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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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宋代成都府政研究”、四川省教育厅项目“都江堰灌区的生态文化与世界现

代田园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宋代川

峡四路行政协作机制研究”等多项研究课题。 

 

 

◆◆◆◆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    
中心专职研究员张帆教授撰写的《宋代四川寿祝文学纵横观》近日已有巴蜀

书社出版。 

中心专职研究员郑家治教授撰写的《李调元戏曲理论研究》近日已有巴蜀书

社出版。 

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整理校对的《清代新都县志》和《清代新繁县志》

已交付出版社，将于明年出版。 

中心主任潘殊闲教授担任副主编的《宋才子传笺证》（北宋上）近日已完成

出版社的三审三校，将于明年在辽海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心主任潘殊闲于 11 月 18－22 参加了“第五届中国韵文学暨海南诗词文化

国际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