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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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简简简简    报报报报    

201201201201222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11 期期期期（（（（总第总第总第总第 19191919 期期期期））））                                                 201 201 201 2012222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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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012201220122012 年度课题申报踊跃年度课题申报踊跃年度课题申报踊跃年度课题申报踊跃，，，，申报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申报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申报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申报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新都县志正式出版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新都县志正式出版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新都县志正式出版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新都县志正式出版    

☆☆☆☆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主任参加胡昭曦八秩主任参加胡昭曦八秩主任参加胡昭曦八秩主任参加胡昭曦八秩寿辰学术座谈会寿辰学术座谈会寿辰学术座谈会寿辰学术座谈会    

◆◆◆◆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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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辑辑辑辑出版出版出版出版、、、、第六辑正在征稿第六辑正在征稿第六辑正在征稿第六辑正在征稿    

☆☆☆☆中心发布中心发布中心发布中心发布 2012201220122012 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        张邦铺张邦铺张邦铺张邦铺副副副副教授简教授简教授简教授简介介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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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220122012 年度课题申报踊跃年度课题申报踊跃年度课题申报踊跃年度课题申报踊跃，，，，申报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申报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申报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申报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经过中心学术委员会的精心讨论，《中心 2012 年度课题指南》共发布地方文

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学理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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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课题 4项，四川地方文化可持续

发展研究、四川地方文化走向世界思路研究、成都店招文化研究、四川地名文化

研究、四川濒危文化研究、四川城市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开发中的误区研究、创

意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关系研究等 17 项一般课题。课题自发布以来，受到

了学界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截止 3月底，中心共收到来自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音乐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文理学院、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绵阳师范学院、宜宾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四川理工学院、攀枝花学院、四

川教育学院、成都学院、四川民族学院、泸州医学院和西华大学等 32 所高等院

校和科研单位 114 位申报者的申报书。其中，教授（研究员）12 人、副教授（副

研究员）35 人，博士（博士后 19 人）。今年无论申报单位数量，申报人数量、

还是申报者高职称、高学历比例，均创历史新高。 

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新都县志正式出版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新都县志正式出版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新都县志正式出版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新都县志正式出版    

由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点校的嘉庆《新都县志》已于 2012 年 4 月整

理重印。  

清代嘉庆《新都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嘉庆十七年（公元 1812 年），完成

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 1816 年）。全书共五十四卷，约十八万字。原志八册，现

并为三册一函。 

新都是明代大学者杨慎的故乡，人文荟萃，素有“文献名都”之称。其县志

之内容和规模，也充分显示着新都特有的人文气息。 

与同期编纂的旧县志相比较，嘉庆《新都县志》的显著特点是：体例相当完

备，重视文献资料。例如：卷 49《典籍志》所收杨慎著述，分为“所见已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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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已刻者”、“稿闻未刻者”，尽列书名达 140 种之多。卷 54 之《族谱年谱》，

除详尽地收录杨慎一组之外，还收录了房玄龄入蜀后裔一脉繁衍情况；所辑“杨

慎年谱”除详录简绍芳所著之外，还收录了程封所著以为参证。卷 54 之“八卦

图”，收录了前人解读“八卦图”和研究“八卦图”的系列文章，是后人研究诸

葛亮“八卦图”的重要参考资料。卷 54 之《补遗》，所收录明代文庙“增祀”与

“罢祀”情况，更是现代人研究儒学发展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古代的方志书籍都是文言文，而且没有标点符号；加上古书多为手写或木刻，

文字有欠规范；再加年深日久，文字因蛀蚀而缺漏和漫漶者不少。因此，整理古

籍的首要工作就是“点校”。 

2008 年 6 月，新都区政府方志办公室委托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

发研究中心承担嘉庆《新都县志》的点校工作。中心将这一工作交给纪国泰教授

来完成。 

据委托方反应，他们对我们的点校工作非常满意，并且准备将整理重印的嘉

庆《新都县志》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优秀成果奖。 

 

中心主任参加胡昭曦八秩中心主任参加胡昭曦八秩中心主任参加胡昭曦八秩中心主任参加胡昭曦八秩寿辰学术座谈会寿辰学术座谈会寿辰学术座谈会寿辰学术座谈会    

2012 年 3 月 25 日，胡昭曦教授八秩寿辰学术座谈会在成都科华苑宾馆多功

能厅举行。此次学术座谈会由四川省社科联主办，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承办，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四川省巴蜀

文化研究会、胡昭曦教授历届研究生祝寿小组协办，共有来自海内外 100 余位胡

昭曦教授的学生、朋友、领导和学界佳宾参加了座谈会。中心主任潘殊闲教授应

邀出席。座谈会由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先生主持。四川大学的领导、胡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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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教授的学生、朋友等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 

胡昭曦教授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在宋史和巴蜀历史文化等多项学术

领域成就斐然，为我国的学术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胡昭曦教授也是

中心的学术顾问，对中心的发展十分关心。 

 

◆◆◆◆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中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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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辑辑辑辑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由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日前已经由巴蜀书社公

开出版发行。本期汇辑论文 31 篇，41 万字，作者来自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

四川文史研究馆、广西师范大学、意大利巴勒莫大学、香港国际学术文化咨询出

版公司、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成都大学、乐山师范学

院以及西华大学等 15 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设蜀道申遗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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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应用以及口述四川等八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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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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    

目目目目                        录录录录    

 

 

·蜀道申遗专题研究· 

 

蜀道遗产与区域文化……………………………………………………………………… 谭继和 

蜀道文化线路的保护与申遗的几个问题……………………………………………………林 向 

 

 

·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浣花文化与锦城文明………………………………………………………………………张志烈 

杜宇王朝的存续年代与农业发展略论……………………………………………………彭邦本 

汶川历史文化六大亮点综论………………………………………………………………徐学书 

鱼凫文化三论………………………………………………………………………………潘殊闲 

 

 

·四川名人研究· 

 

论魏延………………………………………………………………………………………沈伯俊 

苏轼与饮食制作和饮食文化  …………………………………………  刘文刚 

王庠与苏轼交谊考述……………………………………………………杨胜宽 

黄泽易学探微………………………………………………………………………………金生杨 

彭端淑的《雪夜诗谈》及其诗歌发展观………………………………郑家治 

寄情教育事业的昌圆法师…………………………………………………………………冯修齐 

尹昌衡政治生涯两件大事论辨……………………………………………………………祁和晖 

论郭沫若爱情诗的形式独特性……………………………………………………………陈鉴昌 

诗歌用大自然的词汇唤醒生活：两个二十世纪的女诗人 

    ——陈敬容和阿尔达·梅丽尼………………………………………………（意大利）朱西 

艾芜长篇小说 1937—2009 年间传播与接受研究…………………………………………李 斌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壮族“三月三”歌节的文化定位及其文化意义…………………………张利群 

彭州方言中“日”的构词功能与语义演变 …………………………  杨绍林 

羌族 丧葬释比 中的孝道观 略论…… …………… ………… …董常保  王利 明 

 

·地方文化广场· 

 

三星堆青铜群像冠帽与发饰………………………………………………………………冯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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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阳 明 粤 、 闽 遗 存 遗 墨 考 述 … … … … … … … … … … （ 香 港 ） 张 克 伟 

华夏禹王庙（宫）及其价值论纲………………………………………………………刘 波 王 川 

试论巴蜀牌坊的价值、现状与保护………………………………………………李国太 黄尚军 

清初南中国虎灾记录的现象分析 

——旧方志使用需注意的一些问题…………………………………………………邓经武 

 

·理论纵横· 

 

试论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内涵、价值及路径………………………………………………黄 进 

彝族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兼论特有的法律人德古……………………张邦铺 

成 都 建 设 “ 世 界 现 代 田 园 城 市 ” 探 析 … … … … … … … … … … … … 吴 会 蓉 

“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与当代四川文化的精神特征…………………………………王学东 

 

·开发与应用· 

 

谈新形势下海南地方节庆的旅游文化发掘 

     ——以海口 “海瑞公生日”为例………………………………………陈小妹 

乐山海棠文化的传统价值及其现代转换…………………………………………李 钊  方海燕 

 

·口述四川· 

 

大邑安仁镇人物访谈实录（一）…………………………………谢桃坊 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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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发布中心发布中心发布中心发布 2012012012012222 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    

近日，中心公布了 2012 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及课题申报指南，把“地方文化

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学理建构”等 4 个项目确立为重点课题，“四川地方文化可持

续发展研究”等 17 个项目确立为一般课题。 

附 1： 

关于申报关于申报关于申报关于申报 2011201120112011 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项目的项目的项目的项目的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受四川省教育厅委托，经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审核

同意，我中心即日起向全省发布 2012 年度课题指南，并开始受理项目申报。现

将项目申报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化研究）项目 2012 年度课题立项

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的意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理论创新、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并重，充分体现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研究的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和学科体系创新，着力推出在省内乃至在全国

有代表性的科学研究成果。 

二、申请立项的课题要以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地

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应用研究为主攻方向，充分反映本学科及相关领域新的

研究高度，力求居于学科前沿，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避免低水平重复。基础研

究应有较强的学术含量和宏观研究的前瞻性，鼓励有较丰富前期研究成果者申报

本领域项目；对策应用研究应立足四川，面向全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中心主张承揽地方政府、文化企业及与国外合作等课题；中心接受带项

目与经费进入中心立项，并将适当给予经费补贴；中心接受个人或单位自筹经费

申报的课题；批准立项的自筹经费课题，与经费资助课题实施相同的管理。  

四、凡四川省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人员，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均可申报。申报重点课题的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并主持

完成过省厅级以上社科研究项目。申报一般课题的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含中

级）职称或者具有硕士学位。边远、民族地区高校研究工作者有特色的研究可适

当放宽职称或学历要求。目前主持四川省教育厅或各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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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尚未结题的研究者不能作为主持人申报今年的课题。 

五、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处有关规定，凡申报本中心课题，不占该校计划

指标。各申报单位科研处及有关管理机构应对申请人严格把关，依据《四川省教

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对申报者进行资格审查，对申报书所有栏目填写的

内容，特别是对选题、前期成果、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课题组是否具备

完成研究任务的充分条件进行认真审核，签署明确意见。 

六、申报书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汇总，统一报送我

中心，本中心不受理个人直接报送的申报书。申报单位须于截止日期前将审查合

格的申报书（每项一式 5份，其中原件 1份、复印件 4份）报送地方文化资源保

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申报者须同时将申报书电子文档发送至本中心邮箱。 

七、项目申报需要的各种文档（包括课题指南、申报书）同时在地方文化资

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网站（http://dfwh.xhu.edu.cn）上发布，欢迎访问、查

询和下载。 

八、本年度受理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截止（邮件以当地

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中心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 999 号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

护与开发研究中心；邮编：610039。 

中心办公电话：028-87723062；中心电子邮箱: wangwujj@163.com 

联系人（电话）：陈芸：13551355993； 李  钊（13880674367）；王学东

（13036667781）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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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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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基地基地（（（（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    

2012012012012222 年度课题指南年度课题指南年度课题指南年度课题指南    

本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所列题目仅为研究方向的建议，申报者可

根据列出的课题方向确定相应的题目进行申报。 

重点课题： 

1、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学理建构 

2、岷江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3、四川文化名人资源综合研究 

4、四川传统语言艺术形式研究 

一般课题: 

1、四川地方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 

2、四川地方文化走向世界思路研究 

3、成都店招文化研究 

4、四川地名文化研究 

5、四川濒危文化研究 

6、四川城市文化研究 

7、文化产业开发中的误区研究 

8、都江堰学与成都学研究 

9、近代四川文化圈研究 

10、四川地方志与地方文化研究 

11、古蜀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 

12、创意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关系研究 

13、四川强省战略视域下的地方文化建设研究 

14、四川近代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兴起研究 

15、近代四川艺术史研究 

16、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艺术发展道路、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研究 

17、四川当代艺术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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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中心学人     

张邦铺副教授张邦铺副教授张邦铺副教授张邦铺副教授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张邦铺，男，1976 年 3 月出生，2000

年、2007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先

后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现为西

华大学副教授，西华大学社会纠纷解决

研究中心主任，法学系副主任，地方文

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和四川医事

卫生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省刑法

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诉讼法学和纠纷解决机制。公开发表

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基于公、私权保护模式的比较分

析》、《知识产权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彝族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的

重构》等学术论文 50 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研究”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彝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于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实证分

析”1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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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机制的法律研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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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医事卫生法治研究中心项目“医疗纠纷非诉讼机制研究”1项、

阿坝州藏羌文化研究会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机制研究——基于阿坝

州的实证分析”1项。作为主研人主研四川省社科联规划项目“四川文化遗产保

护现状与制度建设研究”和“四川近现代文化名人法学思想研究”2 项、主研四

川省教育厅项目“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地方文化资源品牌化研究”等 9项。 

2011 年获西华大学第二届唐鸿军奖教金奖。 

◆◆◆◆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中心短讯    
2012 年 1 月 29 日（正月初七），中心主任潘殊闲应邀参加“第三届诗圣文

化节——壬辰年‘人日游草堂’系列文化活动之祭拜诗圣仪式”。 

2012 年 3 月 9 日，中心主任参加四川省杜甫研究会理事会，研究举办纪念

杜甫诞辰 1300 周年学术活动事宜。 

中心专职研究员纪国泰教授承担的“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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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孔子——扬雄》已通过出版社三审三校，即将由巴蜀书社出版。 

中心专职研究员曾加荣教授承担的“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从

巴蜀走出的文化巨人郭沫若》已通过出版社三审三校，即将由巴蜀书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