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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要闻 

 

我宋学研究中心举办宋史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12 月 14 日，宋史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举行。该会议

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会议有幸邀请到宋史研究

领域资深专家、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莅临指导，对提交论文作出

细致点评。我中心青年教师周佳、博士生余格格、汪卉、杨竹旺等参与了会议讨论。 

本次会议与会者主要是来自江浙沪地区重点高校宋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包括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会议宗旨在于建

立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共同体，促进宋史研究成果的交流，开启宋史研究领

域的新方法与新思路。 

本次会议由十余位文史专业青年学者参会，共提交论文四篇，分为“唐宋变革期

的礼制与礼俗”、“宋代官僚群体与社会治理”两大主题。会议围绕唐宋宾礼的礼仪

空间、《葬书》与宋代风水观念、宋代士大夫与地方公共景观营建、宋代开封府长官

群体等题目，讨论了从国家礼典到社会礼俗，自上层官僚到地方士人之间不同层面的

问题，力图突破宋史研究各专业领域和中近世史礼学研究的界限，增进青年学者之间

的思想碰撞与学术启迪。 

会议期间，我中心教师和研究生们还同其他高校的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信息

交流。在介绍浙大宋学研究中心宋史研究最新学术成果的同时，也为今后进一步的学

术合作、交流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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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全文发表龚延明教授在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 

人文讲座《民族英雄之死》 

10 月 31 日，我宋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

延明教授应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人文讲座邀请

作题为《民族英雄之死》学术报告。玉泉校区

与西溪校区的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共四十

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对岳飞死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

岳飞之死非死于“愚忠”，而是死于“忠义”，

“忠”即忠于抗金的爱国事业，誓死要收复失

土，将抗金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义”即为

拯救战友、抗金名将韩世忠免于高宗、秦桧陷

害，挺身而出，引火烧身，使高宗、秦桧打击

抗金派的矛头转向岳飞。并揭露了杀害岳飞和

岳云南的元凶是宋高宗。 

讲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讲座全文《岳

飞究竟因何而死？》并已由《中华读书报》于 11月 26 日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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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风采 

----专家风采之董平教授  

 

董平教授 2014 年下半年学术活动巡礼 

★7月 5日—7月 31 日，董平教授前往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学。在访学期

间，拜访佛光山，并受到星云法师接见。双方就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佛光大

学佛学研究中心未来的学术合作达成一致协议。 

 ★8月 12 日—8月 19 日，董平教授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邀请，参加由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组织、由浙江省外侨办具体实施的“中国文化名家讲坛”活动。本次活动的主

要内容是到斐济、澳大利亚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活动行程大致如下：8 月 14 日

下午，在斐济首都苏瓦的一所中学，用英语作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的讲座。

8月 15 日晚上，在澳大利亚悉尼 Hurtsville 市政厅的 Marama Auditorium 为到场的

500 多位听众作题为“佛教的世界观与生命智慧”的演讲。8月 17 日下午，在墨尔本

的皇家理工大学（RMIT），再次作了同题演讲。 

    在本次活动期间，董平教授还接受墨尔本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s（SBS）

电台的现场采访。后又应澳洲广播电台（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的

邀请，与浙江省中医药大学连建伟教授一起接受 ABC 电台采访，节目用华语播出。 

 ★9月 18 日，董平教授代表浙江大学邀请到佛光山星云法师为我校师生在启真名师

大讲堂作题为“禅是一朵花”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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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 日上午，董平受邀参加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与奉化雪窦寺联合举办的

第三届中国弥勒文化暨太虚大师思想学术研讨会。会上，与来自海峡两岸及美、韩、

马来西亚等国的 40多位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围绕“雪窦名山”这一宗旨，以太虚大

师及其人间佛教思想、雪窦山与“弥勒信仰”、人间佛教思想在台湾的发展等为主要

议题展开研讨。 

★9月，董平教授代表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与奉化太虚讲寺合作成立了太虚讲

寺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基地。 

★10 月 1日—25日：董平教授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宗教学系访学，并参加“中国经

典文本”的读书活动。同时，在该校的中国旗舰中心作题为“孔子的一贯之道”的演

讲。 

★10 月 16 日上午，董平教授邀请比利时根特大学 Christoph Anderl（安东平）教授

前来“西溪哲学对话”作题为“敦煌佛教造像与叙事文”的讲座。 

★11 月 1日—3日，董平教授受邀参加由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院、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联合主办的“商务印书馆学术

论坛·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国际学术讨论会，并

围绕瑞士伯尔尼大学著名汉学家耿宁（Iso Kern）先生的新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

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从致良知学说和东西方语义的角度作题为“良知说的新

领域——读耿宁教授《人生第一等事》”的主题发言。同时，受贵州孔学堂之邀，于

当地作了一场题为“忠恕之道与孔子对心灵秩序的重建”的公益讲座。讲座结束后，

接受贵州电视台的专访。 

★11 月，董平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 CCTV-10《人物》栏目专访。 

★12 月 1日，董平教授应南京图书馆之邀，参加“第五届南京图书馆阅读节主题论坛”，

并与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江苏省委党校杨明教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一道

就“《论语》：仁者爱人”的主题作题为“‘差等之爱’与‘博爱’并不矛盾”的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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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日下午，董平教授邀请美国瓦尔帕莱索大学的 George Pati 教授前来“西溪

哲学对话”作了题为“Neither This or That: Comparative Readings of Bhagavad Gita, 

Upanisads and Dao De Ching”的讲座。 

★12 月 20 日，董平教授应邀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与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冯契智

慧讲坛”第 32讲暨“书香年华讲座”第 12讲的活动，作主题为“何为孔子的一贯之

道”的讲座。 

★12 月 24 日，董平教授应浙江大学博士生会之邀，于浙大玉泉校区邵科馆一楼报告

厅为师生开讲“中国哲学中的心学传统”。本次讲座是浙江大学首届学生节“笃志创

新——学术科技篇”活动的组成部分。 

★12 月 30 日，应杭州市宗教局和杭州市宗教研究会之邀，作题为“中国社会历代政

教关系分析及启示”的讲座。 

 

学术会议 

 

冯国栋教授近期参加学术会议活动集锦 

冯国栋参加 “灵隐文化论坛——灵隐寺与南宋佛教”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9 月 27 日，杭州灵隐寺“灵隐文化论坛——灵隐寺与南宋佛教”学术研

讨会在杭州隆重举行。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台湾以及大陆等各地高校、研究

机构、寺院、佛学院的专家学者 130 余人出席会议。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国栋教授

应邀参加，并宣读了题为《灵隐居简及其〈北磵文集〉》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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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栋参加“虚云老和尚暨云居历代祖师第二届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10 月 3日至 5日，为纪念虚云老和尚圆寂五十五周年，由云居山真如禅

寺举办的“虚云老和尚暨云居历代祖师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暨《虚云法汇》首发式在

江西九江庐山举行。冯国栋教授应邀参加，并宣读了题为《云居山与法眼宗》的学术

论文。 

  

冯国栋参加“第三届佛教文献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第三届佛教文献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武汉大学文

学院及湖北黄梅四祖寺顺利召开。会议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

宗教文献研究中心与南华大学文学系、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联合举办。来自武

汉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中央大学、国际佛教学大学院

大学、京都大学等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热情与会，就佛教文献与

佛教文学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冯国栋教授应邀参加，

并宣读了题为《高丽本〈景德传灯录〉再研》的论文。 

  

冯国栋参加“道安与河北佛教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11 月 8日至 9日，为期两天的“第四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在衡水冀州举

行，本届论坛主题为“道安与河北佛教研究”。冯国栋教授应邀参加，并宣读了题为

《东禅寺本〈景德传灯录〉与临济宗》的论文。 

  

冯国栋参加“首届杭州佛教历史文化学术论坛” 

    2014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由杭州市政协杭州文史研究会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杭州佛教历史文化学术论

坛在杭举行。冯国栋教授应邀参加，并宣读了题为《唐前释氏志幽文初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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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栋参加“中国·湖北第五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 

    2014 年 12 月 7日至 9日，中国·湖北第五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在黄梅县开

幕，近 200 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冯国栋教授应邀参加，并宣读了《黄梅高僧应庵

昙华生平考述》的论文。 

 

科研成果 

 

编者按：我中心龚延明教授最近完成了《诗说中国史》系列第 5 本《诗说

两晋南北朝史》的创作。现节选《王羲之》以飨读者： 

书法艺术家王羲之——《诗说两晋南北朝史》节选 

汉字是语言，语言作交流。汉字是艺术，书法呈风流。中国之书法，传遍五大洲，世

界之文化，她一枝独秀。书法之辉煌，始三国钟繇（读由），至王羲之出，书法无敌

手。他代表魏晋，飘逸之追求。中国书法史，钟、王成领袖。王羲之，字逸少，王氏

为大姓，叔父是王导。王导官丞相，东晋之元老。父旷官太守，门庭贵且豪。幼少不

善言，长大变个样，四方交游广，辩论富词章。性刚如骨鲠，荣利多退让。太尉郗鉴

女，才貌世无双。择婿求王导，王导开东厢，王氏子弟集，个个帅富郎。门庭皆高贵，

矜持坐堂上。唯一人吃食，露腹在东床。根本不在意，中选或落选。郗鉴一拍板：佳

婿在东床！此人王羲之，不想选选上。东床快婿名，由此得传扬。太尉女郗璿，书法

好漂亮。岳父是太尉，叔父是宰相。羲之一做官，就做秘书郎。羲之有美誉，才器公

卿赏、屡召为侍中、吏部尚书官。羲之皆不就，适性从容惯。殷浩劝羲之，应命众所

望。羲之拜护军，掌兵非所愿。求为宣城郡，朝廷勉其难。改右军将军，带一空头衔，

授会稽内史，当个地方官。与王述不和，耻为述下官。述扬州刺史，会稽属他管。老

刁难羲之，羲之遂辞官。定居于山阴，以书画为伴，乐玩水游山，以终其天年。人寿

五十九，书法寿无疆。羲之之书法，为古今之冠。尤擅长隶书，行、草也精湛。笔势

若流云，飘逸杳杳然；运力字飞动，矫健若龙翔。斯人已长逝，书法留永远，一篇《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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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序》，百代众所仰；《快雪时晴帖》，稀世之珍藏，乾隆不释手，题跋 60遍，其书

成国宝，“书圣”美名扬。羲之子献之，书法基因传，“狂草”一笔书，突破性贡献。

父子书法家，后人称“二王”。魏晋南北朝，书法何辉煌！南朝楷行草，魏碑擅北方，

书法之名家，灿烂若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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