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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要闻 
 

我中心召开 2012 年度省基地课题申报座谈会 

2012 年 6 月 4 日，我中心 2012 年度省基地课题申报座谈会在西溪校区行政楼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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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办公室召开。束景南老师、龚延明老师、陶然老师、董平老师、关长龙老

师、祖慧老师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我中心主任束景南老师主持。 

会上，束景南老师首先介绍了本年度我中心申报省基地课题的相关通知与要求，

倡导与会教师积极申报本年度省基地课题，以进一步突显我中心雄厚的科研实力。 

我中心 2012 年度省基地课题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并将于本月底截止申报，经我

中心教授进行第一轮初审后再向省社科联民管处进行课题申请。 

 

束景南教授应邀参加《顾炎武全集》编纂出版研讨会 

5 月 25 日，我中心束景南教授赴上海参加《顾炎武全集》编纂出版研讨会，该会

议由华东师范大学、昆山市人民政府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整理点校了《顾炎武全集》（共 22 册），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此特举行《顾炎武全集》出版研讨会。陈祖武、黄爱平、

葛剑雄、葛兆光、周振鹤、邹逸麟、陈尚君、高瑞泉等三十余位著名学者亦参加了此

次研讨会，就《顾炎武全集》的编纂出版以及顾炎武思想进行了探讨。束景南教授在

研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龚延明教授应邀出席宁波大学人才引进答辩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应宁波大学邀请，我中心龚延明教授出席了宁波大学招聘清华

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张某的答辩会。就其古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能力予以评估。

在答辩会上，龚延明教授对申请人以王应麟研究和宋代翰林学士为核心的主要成果，

作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推荐引进的意见。经过投票，宁大已同意张某作为学术骨干引

进。 

 

束景南教授参加社科院省部基地学校经费配套和奖励办法座谈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我校社科院关于省部基地学校经费配套和奖励办法座谈会在浙

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社科院 1 楼会议室召开。我中心主任束景南教授应邀出席。会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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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程丽主持。省社科联处长余晓光、社科院院长余逊达以及各

省部基地负责人等出席了会议。 

座谈会上，余晓光处长首先就将于今年 11 月至 12 月召开的浙江省全省范围内学术

年会相关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首届全省学术年会将设总论坛、主论坛、分

论坛数场论坛，希望能依托高校和各学会开设论坛，尤其要发挥我们浙江大学学术带

头作用。 

余逊达院长介绍了我校省部基地学校给予经费配套和奖励方案的政策背景，并阐述

新的经费配套和奖励方案着重强调以下几点：一.新的配套不仅指经费配套，还包含办

公用房等公共资源的配套使用；二.学校不仅将给予省重点基地 1:0.5 的基本配套经费，

还将据各基地上年绩效给予不超过原基本配套经费 50%的建设经费奖励；三.学校将在

经费配比中适当向人文学科类基地倾斜。 

束景南教授介绍了我宋学研究中心至从去年整改以来取得的重大进步与成就，他同

时也指出我中心在继续发展中遇到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双层考核标准等瓶颈问题。 

程丽老师作最后总结，在悉心听取各基地问题与建议后，社科院将重点细化经费配

套和奖励实施方案，保证方案实施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 

 

陶然副教授应邀出席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工作座谈会 

2012 年 5 月 3 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工作座谈会在我校紫金港校区

启真酒店举行，我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陶然应邀出席。应邀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我校

副校长罗卫东、我校社科院副院长袁清及其它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的负责人及秘书等。

该座谈会由省社科联副主席何一峰主持。 

与会者首先参观了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ARD”，

中文简称“卡特”）了解其现状和历史，该中心是国家教育部首批确定与建设的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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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首先由我校副校长罗卫东致辞，罗副校长对省各基地与会者给予了热烈欢迎，

肯定了“卡特”中心取得的成就，并鼓励其它各重点基地相互借鉴、合作交流。各与

会代表随后听取了“卡特”中心负责人黄祖辉、徐丽安等对“卡特”的经验介绍报告。 

随后，省社科联副主席何一峰介绍省基地下一步管理工作的思路。他指出各省重点

基地要发展须重抓科学规划与管理、须坚持政治导向以服务社会、须加大对基地资源

的开发和整合力度。 

最后，就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考核方案以及各基地未来三年发展规划，各基地与会

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 

 

 

科研成果 
 

龚延明教授与祖慧教授 700 万字《两宋登科总录》出版在望 

2012 年 5 月 8 日，广西师大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与广西师大文献资料图书出版

分社社长雷回兴，专程来访我中心龚延明与祖慧教授，商谈《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

项目 700 万字《两宋登科总录》出版事宜。人文学院副院长王云路教授出席。 

洽谈在务实、友好气氛中进行。王院长介绍了龚、祖俩位作者在承担这项课题过程

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院、校对《中国历代登记科总录》的全力支持。希望出版方对

作者所提出的合理要求能予以充分考虑。出版方对《两宋登科总录》这一成果的学术

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作者历经十数年的辛勤劳动所付出的心血，表示敬佩。何董

表示：这个大项目，出版社不作字数和交稿时间的限制，关键是一定要把它磨好。著

作方就电子版权、稿酬与出版时间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要求。在王院长协调下，出版

方与著者双方顺利地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一个新的《补充合同》。 

 

 



 

 5 

我中心孔令宏教授专著《道教新探》出版 

我宋学研究中心孔令宏教授的学术专著《道教新探》近期出版，现将该著作的主要

内容简介于下： 

近期中华书局出版的孔令宏教授所著《道教新探》，通过作者从事道家、道教研究

十余年来的理论成果，力图从道、学、术双向互动的新视角来了解道教。作者在开篇

即提出“能否形成与研究对象吻合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是否达到

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书导论、后记之外共分七章：从道家到道教、汉唐道教研究、宋代道教研究（上、

下）、元明清道教研究（上、下）、区域道教研究---以浙江道教史为例。兹就该书的

一些鲜明特点作一评述。 

一、作者从道、学、术双向互动的新视角出发，结合哲学、史学、思想史的方法，

对道教的发展史做了一个新的梳理。学术界已有的道教史分期着眼于道教与社会、政

治的关系。这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如此的分期方法没有把重心放在梳理道教发展的内

在方面。作者提出了从道与术的关系来看待道教的发展历史，因为不同宗派、派系的

差别在于对术的不同选择，在被选择的术的组合系统中，各种术被看重的程度不一样，

在不同阶段术的组合不一样，以术进道的步骤、程序、方法不一样。相对而言，对道

的解释，各个宗派、派系虽有细微的不同，但实质内涵是差别不大的。这样既可以从

内在的层次梳理道教的实践方法和义理思想的发展，也可以从外在的层次来考察道教

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还可以看清楚道教之所以不断地进行着分宗立派和派系整合的

真正原因。本着这一观点，作者将道教的历史划分如下：众术并竞的东汉至三国时期；

众术杂糅、援道入术的两晋至南北朝时期；道、术结合的隋至唐代中期；道、术汇聚

的晚唐至北宋时期；道、术圆融的南宋至明代中期；循道化术的明代中期至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诠道改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二、作者非常明了前人所作的工作，既对已有的成果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

又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导论中对道家与道教关系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近代

学者受西方分析性的研究方法和把哲学与宗教截然分离的学科分类思想影响，才使得

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成为麻烦。进一步作者提出了研究道家、道教关系的正确做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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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术关系为主线，把道家看作一个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由经典道家（老、庄、列、

文）、稷下道家、黄老道家、魏晋玄学诸阶段构成的一个变化着的思想派别。以此为

基础，考察道家思想的不同侧面在道教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不同影响。 

三、作者紧扣学术发展趋势，第七章体现了当今道教研究中的地方性转向。卿希泰

曾指出：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地方道教史的研究，才能推动道教史的研究更上新台阶。

相对于前面就全国范围内从整体上来探讨道教，此章内容是从微观的角度对道教做地

域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有针对道派史的纵向研究与针对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内道教的整

体研究两个向度，本章对浙江道教史的研究属于后者。作者在此章中通过对历史上的

浙江道教、浙江现存的道教历史遗迹及浙江道教的历史特点及未来发展的论述，向我

们展示了地域性道教活动是在与其他地域道教的交往中，以道士个体、宫观、地域性

组织等外在化形态存在的，而内蕴于其中的基础性要素，依然是道、学、术的互动关

系。 

 

宋学研究中心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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