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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要闻 

罗卫东副校长来我中心视察指导 

2004 年 7 月 15 日，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袁清

副院长来我中心调研并指导工作。 

    宋学中心主任陶然、副主任冯国栋向校领导汇报了中心近期工作及发展规划的设

想，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就宋学中心的学术定位等方面也作了汇报。 

    罗卫东副校长听取汇报后，对宋学中心近年来的工作表示了肯定。他指出在前任

主任束景南教授的领导和辛勤工作下，宋学中心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和中兴的机遇，而

振兴宋学，则是宋学中心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 

    罗校长指出，中心的建设必须以人才队伍为根本。他希望宋学中心在与各系科协

商的基础上，仔细、审慎地分析目前浙大宋学研究的队伍结构、学术特长和学术影响

力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宋学发展的人才规划与布局，凝练重点，营造亮点，形成

整合效应，促使浙大宋学中心成为国内外宋学研究的高地，重建浙大人文学科的辉煌

传统。 

    罗校长一直非常关心我中心的发展，他强调中心应有平台建设、领域建设的意识，

在人才引进、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学术会议的举办、学术刊物的创办等方面，均需制

定严格的标准与流程，大力规范学风与学术标准，有规矩才有生命力。希望通过中心

的探索，寻找更符合人文学科建设规律的中心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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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清副院长也从社科院的角度，对中心工作进行了指导，表示社科院将在学术活

动和学术联系等方面，为中心提供更多的支持。 

 

学术会议 

龚延明教授、祖慧教授等应邀参加第 16 届中国宋史年会 

2014 年 8 月 19 日至 21 日，由杭州师范大学承办的“10至 13 世纪中国国家与社

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 16届年会在杭州举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宋学研究中心龚延明教授、祖慧教授、周佳老师等获邀与会，会议共邀请海内外百余

位学者出席。会议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一共 15个大组，分别涉及宋代政治、经济、

文化、宗教、考古、军事、外交等方面。 

龚延明教授与沈小仙博士共同提交了《唐宋常朝仪制及相关术语训释》论文。祖

慧教授与汪潇晨硕士共同提交了《雅乐改革与徽宗朝政治斗争——以大晟乐为中心》

论文。周佳老师提交了《北宋君主御集考论》论文。会上，我中心会师生同国内外学

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改选，龚延明教授再次被海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新一

届理事会理事。 

会后，应龚延明教授邀请，日本宋史学会会长平田茂树先生来我校为师生们做了

一场题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性——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的精

彩学术报告。 

 

国际交流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来我宋学中心讲学 

2014 年 8 月 22 日，日本宋史学会会长、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应浙江

大学宋学研究中心邀请，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性——以科

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的精彩学术报告。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龚延明教授、中心主任陶然教授、中心副主任冯国栋教授、祖慧教授、吴铮强教

授等在会上与平田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讲座由龚延明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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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教授在报告中认为：目前，中国史研究的主流已经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

转移到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政治史研究遭遇瓶颈、面临挑战。近几年，中国大陆、

日本、台湾等学者一直在探求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性。所谓“新可能性”，第一

是研究对象的开拓。即从以往以制度和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模式，进一步拓展到

诸如国际秩序、政治文化、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史等领域。第二是新史料的发掘与

使用。既要对传统史料进行新角度的解读和使用，也要充分利用以往为政治史研究所

忽视的史料，比如石刻、墓志铭、政治日记、小说、随笔、文集、书信、方志、族谱、

家谱等。随着政治史研究议题和史料的拓展，研究方法也应当予以跟进。比如从过程、

结构、关系等视角切入，将制度和制度以外的其他政治因素相结合，综合考察政治权

力运行的整体构造和微观实态。最后，平田教授以宋代科举社会研究为例，示范说明

了如何从系统、网络、空间等角度来考察科举的“社会流动性”和“再生产体系”功

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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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龚延明教授对平田教授的精彩讲座作了总结与评论，在场的各位师生也与

平田教授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专家风采 

----专家风采之冯国栋副教授  

冯国栋副教授著作《〈景德传灯录〉研究》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我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国栋副教授著作《〈景德传灯录〉研究》，于 2014 年 9

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全书共 34万字。《景德传灯录》为北宋真宗朝吴僧道原所撰

之禅宗灯史，对教界文坛俱有甚深之影响。禅师常言之“一千七百则公案”即指此书

而言，而在文人诗歌中，“读《传灯》”几成参禅之同义语，后世续作、抄集、阅读、

刊刻《传灯录》者代不乏人。《景德传灯录》不仅为中土僧侣、士人所参究阅读，且

对东亚禅宗影响深远。《传灯录》成书后不久，即由入宋巡礼僧携归日本，其后多次

翻印重刊，甚至出现了多种训注本与传抄本。在韩国，此书更受前所未有之重视，高

丽恭愍王时代，曹溪宗龙谷觉云曾于宫中讲授此书。近世以来，《传灯录》更被译成

多种语言。 

冯国栋副教授的专著即以此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学方法、宗教传播与宗教文

学的视角，对此书的成书背景、学术渊源、作者、成书过程、注文、文学性及此书与

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证与探讨，特别是对《景德传灯录》版

本与刻印的研究，纠正、补充了中、日学者研究的疏失与不足。结论部分从文化史的

视角，分析探讨了《传灯录》与禅知识生产、《传灯录》与禅宗的正统性表达以及《传

灯录》与禅宗认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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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基础上改订而成的，自初稿之成，已是十历寒暑，而笔者

也由而立而走进不惑。修改十年前的旧稿，仿佛在时空中穿梭。或而是复旦北区宿舍

严冬的潮湿阴冷，或而是为修改论文未能回家与陈老师、师母一起吃年夜饭的悠久温

暖；或而是南京平仓巷“烧饼”的叫买声，或而是夫子庙旧书就着鸭血粉丝汤的味道；

或而是查尔斯河畔的碧水蓝天，或而是那么久（Knapp st.9）窗外彻夜不熄的路灯。

而忽而时空斗转，却是浙大紫金港室外破晓的寒星和案头散落的书叶……这本书正是

笔者十年辗转生活的记录。 



 

 6 

禅宗研究无疑是世界性的学问，因而笔

者不得不同样辗转于乾嘉笃实严谨的考证与

后现代犀利深刻的质疑之中，在“历史的真

实”与“理解历史的真实”中寻找无法触及

的“真实”。多音介入与拥抱异类，也许我

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传统。然乎哉？不

知也。佛言中道而行，然乎哉？不知也。惟

如是我闻，择善固执而已。然又孰知今日之

善，不为来日之不善哉？ 

本书之成，多得师友之提点与帮助。还

记得，博士论文初成，交给允吉陈先生，两

星期之后，拿回来一迭二十多页，用复旦大

学稿纸写就的修改意见，圆劲的字体中读出

得是陈师严厉的爱护之情。硕士导师林家英

先生多年来，生活上帮助，学问上提点，千

里之外念念不忘犬子的成长，常让笔者感动

不已。南京大学博士后期间，导师张伯伟、

曹虹二先生多有照拂，伯伟师“用多种方法研究同一对象”的学术理念，一直是笔者

勇于尝试的学术动力。哈佛东亚系访学期间，联系教授罗柏松（James Robson）禅宗

研究课上对西方禅学研究的导引，让笔者了解了欧美同行的研究动向。博士论文写作

过程中，杨曾文先生将其刚发表的不久的论文供笔者参考；台湾中正大学蔡荣婷先生

得知笔者正在做《景德传灯录》的研究，不仅将其专著寄来，还特意买了台湾真善美

所出普慧藏本《传灯录》供笔者参证；中国社科院世宗所的纪华传兄也将其复制的东

禅寺本、高丽本《景德传灯录》送给笔者；上师大的定源法师帮助笔者复印了诸多的

日文资料；中华书局徐真真女史刈除鱼鲁，諟正良多：高情隆义，难以忘怀。同门师

兄弟李小荣、陈开勇、张煜、刘正平、纪赟、兰宇冬相互砥砺，让学问之路不至无聊

寂落。 

妻子李辉十余年来与笔者一起东奔西走，安贫乐素，毫无怨言，为家庭与孩子默

默付出。而与儿子后后一起成长的过程，也为平淡的书斋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与鲜活

的色彩。 

癸巳年谷雨后三日草于岚晴绕之室 

 

 

 



 

 7 

冯国栋副教授参加“第三届中国弥勒文化节暨太虚大师思想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9 月 19 至 22 日，奉化市名山办、雪窦山佛教协会、奉化市弥勒文化研究

会、奉化市太虚大师研究会联合台湾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研

究院、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弥勒文化节暨太虚大师思

想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奉化召开，我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国栋副教授应邀参加，并

宣读了《雪窦寺志书述略》的学术论文。 

 

冯国栋副教授参加“石刻史料与佛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7 月 21 至 24 日，由中国佛学院、复旦大学佛学班联合主办的“石刻史料

与佛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日本、

俄国及国内学者 30余人就佛教石经、佛教石刻与佛教史、佛教石刻与佛教大藏经研究

等议题展开讨论。我宋学研究中心冯国栋副教授应邀参加，并宣读了《安史之乱中的

僧侣——从唐法津禅师墓志、塔铭说起》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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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栋副教授应邀在杭州师范大学演讲 

2014 年 6 月 9日，冯国栋应杭州师范大学之邀，在杭州师范大学古荡湾校区一楼

学术报告厅为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作了题为《把住虚空与踢倒净瓶——禅宗漫

谈》的学术讲座。 

 

科研成果 
 

龚延明教授著作《诗说秦汉史》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作品 

近期，经全国第十六次社会科学普及理论研讨与经验交流会组委会审定，我宋学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所撰写的“诗说中国史系列”著作之一《诗说秦

汉史》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作品，这是本中心于本年度取得的又一全国性奖项。 浙

江省社联亦为此专门作出表彰决定。 

《诗说秦汉史》采用古诗五言体的形式,通过再现重要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

萧何、韩信、卫青、霍去病、董仲舒、司马迁、王莽、刘秀、班固、王昭君、蔡伦、

张衡等等，重要历史事件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政策，陈胜吴广起义，汉武开边，张骞、

班超先后通西域，精神文明如字同文、《史记》、《汉书》、《论衡》，物质文明如

造纸、浑天仪、地动仪、车同轨等等，叙述了秦汉时期的历史与文化。写作虽采用叙

事诗的形式，但其内容严格地依据历史事实，页下一一注明所述史事的资料出处和原

文，可供查证或进一步研究。此种体例，既适合具有中小学生水平读者，也适合大学

生甚至研究生阅读参考。  

2013 年《光明日报》、《文史知识》、《中华读书报》先后选刊了《诗说秦汉史》

中的“诗说独尊儒术”、“苏武牧羊”、“诗说汉代经学”，受到读者欢迎。  

《诗说秦汉史》是《诗说中国史》系列之一。《诗说中国史》是将“史”与“诗”

结合，将中国上下五千年深邃而悠久的历史，用琅琅上口的五言诗歌的形式，提纲挈

领、简洁明快地推向社会，为普及华夏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创造的一种新的途径。  

《诗说中国史》共分十卷，这是作者已完并出版的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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