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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 

 

社科部供稿 

 

2003 年 4 月 15 日，浙江大学文科大会隆重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党

的十六大精神，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创新性研究为龙头，再创浙江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新局面。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专程到会代表教育部表示祝贺并在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 

袁贵仁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浙大成立以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的勃勃生机

和活力，在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他说，浙江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有优良的传统，又有扎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浙江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光辉灿烂的前景。 

在谈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袁贵仁提出，要全面开展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综合交叉学科优势，

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大力实施人才治校战略，努力建设一流的教师队伍。他强调，实现

人文社会科学在新世纪的繁荣和发展，关键在创新，出路在创新，希望也在创新。 

校党委书记张浚生致开幕辞。他说，在我校正向世界高水平一流大学迈进的新的历

史征程中，我们召开这次全校性的文科大会，其意义是深远的。他指出，发展和繁荣人

文社会科学，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是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推进科学整体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充

分认识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在

新的历史时期，加快实现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当

前和长远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文科与科技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国与

世界的关系。 

校长潘云鹤向大会做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回顾了近几年来，学校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说，1998 年的四校合并，给浙江大学的学科建设带

来了结构性的重大调整，也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广大教师积极进取，

努力工作，使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构建了一个学科门类较为

齐全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结构趋于合理的教师队伍；“强所 精品 名师”六字方针全面

实施，已取得初步成效；科研经费与成果总量迅速增加，学术水平逐步提高，服务社会

能力不断增强；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扩大。 

如何把我校人文社会科学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潘云鹤指出，要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

瞄准新问题，凝练新方向，抓好新发展。他从文科发展如何抓住机遇；如何凝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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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特色；加强队伍建设；加快学科体制改革；完善支撑条件建设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学

校文科建设的总体战略和思路。 

潘云鹤在报告中最后强调，全面振兴我校人文社会科学，事关百年浙大之精魄传承

与发扬。全校师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群策群力，开

拓创新，开创我校人文社会科学新局面，为把学校早日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作出应有贡

献。 

会议还举行了“浙大学术精品文丛”首发仪式，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向浙江大学和“精
品文丛”作者代表赠书。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体育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心)授牌，以及潘云鹤为学校跨学科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和 WTO 研究中心授牌。南都集团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设立“浙江大学人文社科学

生奖学基金”捐赠仪式也在会上举行。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童芍素、黄百炼、谢琼桓、张天白、

何福清、万斌、郑继伟、蓝蔚青、曾骅、方永平等以及商务印书馆、南都集团负责人出

席会议。学校党政领导、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全体文科教授和部分学院教师代表、

学生代表 500 余人参加会议。 

 
《姜亮夫全集》出版新闻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汉语史中心供稿 

 

2003 年 3 月 25 日下午，《姜亮夫全集》出版新闻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新世纪

大酒店举行。来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四十多位来宾出席

了会议。会议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万斌教授主持，《姜亮夫全集》主编、原杭州大学

校长沈善洪教授、原杭州大学副校长金锵教授、《姜亮夫全集》常务副主编、浙江省社会

科学院姜昆武研究员等在会上高度评价了姜亮夫先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并介绍了全

集的编纂出版情况。 

本中心张涌泉教授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他说，我们要学习姜老广阔的胸

怀。姜老研究的面很广，但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即敦煌学和楚辞学。敦煌学是中国学

术的伤心史。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敦煌藏经洞刚发现不久，其中的精华部分就被西方各国

盗劫而去。另外由于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国长期出于战乱和阶级斗争之中，所以

敦煌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落后于日本和欧美各国。所以曾经有人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

日本”。姜老的书中也多次提到过“敦煌材料在敦煌，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话。这当然

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所以后来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研究敦煌学的热情。上个世纪三

十年代，姜老到巴黎学习考古学，当他看到流散在巴黎的敦煌写卷时，他的爱国心也被

极大地激发起来了，于是他放弃原来的学业，转而投入到敦煌写卷的抄录和拍摄之中，

从此走上了敦煌学研究之路。所以爱国心也是姜老研究敦煌学的出发点。但姜老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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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限于此，他认为敦煌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990 年，敦煌研究院召开国际会议，

当时年近九十的姜老虽不能亲自与会（姜老一辈子也没有到过敦煌），但心向往之，专门

为会议写了一幅字：敦煌学是全人类的同心结。这就是说敦煌不光光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需要全世界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它。这就跳出了狭隘的

民族的情结，而把敦煌学研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学术空间中去，这对促进敦煌学的研究

是很有益的。后来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这两个提法的实质是一

致的。可贵的是，九十高龄的姜老还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们不能不佩服姜老眼光的远

大和胸怀的广阔。同时我们要学习姜老做学问的方法。姜老的学问博大精深，对后学来

说，可以说宽无涯涘，有望洋兴叹之感。但我们认真读姜老的著作，就会发现姜老做学

问有他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们体会就是从基础入手，由浅入深，做深做透；同时注意普

及与提高并重。比如姜老研究楚辞，他编了《楚辞书目五种》；他研究敦煌学，他写了《莫

高窟年表》，编了《敦煌俗字谱》，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工作，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

可少的重要一环。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把研究对象做深做透。相比之下，我

们的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做这种基础的工作，一开始就要写文章，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同时姜老做学问注意普及与提高并重。比如研究敦煌学，既有《瀛涯敦煌韵辑》这样深

奥的专门之作，也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概论》这样的普及之作。他

研究楚辞，既有《楚辞通故》这样的巨著，也有《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这样

的普及作品。总之，他每研究一个课题，总是注意从基础入手，由浅入深，做深做透，

最后往往会形成一系列的成果。这种做学问的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后学认真学习的。 

《姜亮夫全集》是 2002 年 10 月由姜老的故乡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前，云南

省有关部门已举行过《姜亮夫全集》出版新闻发布会。 

 
浙江大学首届丁邦新语言学奖学金获奖名单揭晓 

 

经过校内外专家的初审、复审，中心评奖委员会成员投票表决，浙江大学汉语史研

究中心首届丁邦新语言学奖学金入选名单于 2003 年 3 月 17 日揭晓，共有三位研究生获

此殊荣，他们是：01 届博士生史光辉、01 届硕士生朱大星和金春梅。丁邦新奖学金是本

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先生个人出资于 2002 年 5 月设立

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鼓励青年学者从事汉语史研究，奖励对象是浙江大学汉

语史研究中心有突出成果的优秀博士生、硕士生。奖学金每年度评选一次。 

 

王云路、颜洽茂教授获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03 年 2 月 27 日，浙江省政府在梅地亚宾馆召开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颁奖大会，本中心王云路教授的专著《六朝诗歌词语研究》获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颜洽茂教授的论文《<高丽大藏经>及其文献价值》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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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