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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贵良教授获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近日，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我校获 3 项重大课

题。其中，我系文贵良教授项目“文学视野中中国近现代时期汉语发展的资料整

理与研究”获得重大项目立项。 

 

 陈大康、臧克和、彭国忠、杨扬、刘志基、范劲的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近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大会暨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颁奖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我系陈大康教授《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获

著作类一等奖；臧克和教授《中国文字发展史（五卷）》获著作类二等奖；彭国

忠教授《<乐记>：宋代词学批评的纲领》获论文类二等奖；杨扬教授《南移与

北归——20 世纪中国文学今古之变的历史图像》获论文类二等奖；刘志基教授

《先秦出土文献语料类型分析刍议——以<包山楚简>与<郭店楚简>为例》获论

文类二等奖；范劲教授《格里高尔的“抽象的法”:重读<变形记>》获论文类二

等奖。 

 

 左思民教授荣获 2016 年度优秀教学贡献奖 

经教师个人申请，学部、院系推荐，校教学贡献奖评选委员会初评及答辩复

评，近日，我校 6 位教师被授予 2016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教学贡献奖，我系

左思民教授名列其中。 

 



 

 李丹梦教授获 2016 年度能达奖教金 

经学部、院系推荐、学校评审和校园网公示，我校共 6 位教师荣获 2016 年

度能达奖教金，其中，我系李丹梦教授名列其中。 

 

 刘晓军副教授获 2016 年度校教材出版基金资助 

经教师申请、院系推荐、校内外专家审读、学校评审和网上公示，近日，我

校共 6 本教材被列入我校 2016 年度校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名单，其中，我系刘晓

军副教授《新编中文工具书》名列其中。 

 

 刘阳副教授获 2016 年度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 

经教师个人申请，学部、院系推荐、学校评审和校园网公示，我校 28 位教

师获 2016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其中，我系刘阳副教授荣获

此荣誉。 

 

 刘阳副教授当选 2016 年度上海市“社科新人” 

 近日，经组织学科专家组初审提名、第二轮学科组评议与第三轮联组评议终

审，我系文艺学教研室刘阳副教授从 68 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6 年度上

海市“社科新人”荣誉。据悉，本年度上海市共有七位青年学者获得此奖。 

    

 系主任朱国华一行出访日本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系主任朱国华带领中文系代表团（成员包括古代

文学教研室主任彭国忠，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罗岗，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王峰，

系主任助理王嘉军，比较文学教研室教师隋源远）访问了日本一桥大学、早稻田

大学、东京大学，并与武藏野大学的代表进行了洽谈。此次访问在中日交流合作

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与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 ，一桥大学言语社会

研究科均签订了关于学术、人员交流的协议，与其它两个学校也建立了友好关系。 

 

 黄平获《南方文坛》2016 年度优秀论文奖 

11 月 12 日，《南方文坛》2016 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我系黄

平副教授获得该奖项。这是黄平副教授自 2011 年度、2013 年度之后第三次获得



 

该奖，本年度获奖论文系发表于《南方文坛》2016 年第 3 期的《〈哥德巴赫猜想〉

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黄人二、刘旭、褚潇白、汤志波四位老师获 2016 年中文系优秀前期导师荣

誉 

根据《中文系本科生优秀前期导师评选办法》，系教学委员会对 2014 级和

2015 级《前期导师活动手册》以及《中文系前期导师活动年度总结表》等材料

进行了仔细审阅，最终评定黄人二、刘旭、褚潇白、汤志波四位老师为 2016 年

中文系优秀前期导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洪波一行来我系调研 

11 月 4 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洪波一行来我系调研，副系主任吕

志峰、办公室主任徐燕婷老师负责接待。双方就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综合改革的可

能性与可操作性、“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院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

有效途径和方法、教职工聘任、考核机制等展开交流。 

 

 系关工委陆永宝老师给中文系师生讲授工笔画 

11 月 9 日，我系退休教师、系关工委陆永宝老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一楼会

议室进行工笔画授课，教授大家工笔画的技巧及画画心得。我系教师魏泉及中文

系本科生、研究生十余人参加了该活动。  

 

 系党委扩大会议顺利召开 

11 月 9 日，中文系党委扩大会议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召开，会议学习贯

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讨论落实开展党费收缴专项检查工作，同时讨论落实党

员组织关系排查等工作。 

 

 2016 年中华经典诵读决赛圆满落幕 

11 月 9 日，2016 年中华经典诵读决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学生之家报

告厅圆满落幕。来自中文系、传播学院、法学院等院系的 16 组选手参加了决赛。



 

该活动是国家语委、教育部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战

略，进一步提高国民语言文化素质，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水平而开展

的一项语言文字活动，已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我系已连续几年承办该赛事。我

系周宏副教授、韩蕾副教授担任评委，副系主任吕志峰副教授和徐燕婷、赵景玮

等老师莅临现场观摩比赛。 

 

 “乐学与诗（曲）学研究工作坊”会议举行 

11 月 10 日，由我系李舜华教授组织，中国小说戏曲研究中心主办的乐学与

诗（曲）学研究工作坊，在闵行校区人文学术沙龙成功举办。参加会议的有来自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黑

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玉林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30 余名著名

专家学者。会议主题为“从诗学到曲学：古典乐学与诗词曲研究的新路径”，各

位专家就相关主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对话。 

 

 我系教工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 

根据学校党委工作部署，11 月 16 日，我系各教工党支部在闵行校区文史哲

楼组织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会议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开展党费收缴专

项检查工作。至本月月底，我系在职教工党费收缴工作基本完成。 

 

 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11 月 16 日，根据上级统一部署，举行区人大代表正式选举活动，中文系教

职工选民、学生选民积极参与，顺利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闵行区、普陀区人大代表。 

 

 我系钱谷融、杨扬、黄平三位老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1 月 30 日，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我系退休教师钱谷融、现当代教研室杨扬、黄平参

加大会。98 岁的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是本次大会最年长的与会代表，从 1979

年第四次文代会算起，这是钱先生第六次参加作代会。《文艺报》《文汇报》《中

国艺术报》《澳门日报》先后派记者采访钱谷融先生。此外，杨扬教授当选为中



 

国作协新一届的全委会委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年会第二十届年会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召开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16 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年会第二十届年会暨中国古代

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汕头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主办。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文论的再认识”，与会嘉宾重点就文论

与文献、历代文论、文论史与学术史、文论史与思想史等一系列核心议题各陈己

见，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时有精彩评议和激烈思想交锋。中国古代文学理

论学会会长、我系胡晓明教授作“重建文论的共同价值”的重要致辞及会议主题

发言。我系彭国忠、汤志波两位老师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人事工作信息 

1、11 月 16 日，中文系学术委员会扩大会暨延聘评审会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召开，经评审，同意朱惠国、王意如、左思民（63岁以下）三位教授延聘至 2020

年，推荐董莲池教授（63 岁以上）延聘至 2020 年，殷国明教授延聘至 2019 年

（自然延聘），以上名单将上报学校审批，具体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延聘起止日期 
延聘审批结

果（年） 

朱惠国 男 教授 201712-202012 3 年 

王意如 女 教授 201709-202009 3 年 

左思民 男 教授 201708-202008 3 年 

殷国明          男       教授 201612-201912 3 年 

董莲池 男 教授 201710-202010 2 年 

 

2、11 月 16日，我系 2016年职称晋升教授评议会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召开，

审议并票决通过本年度申请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候选人，并上报学校审批：

晋升正高职称 2 人：刘阳（常规晋升）、褚潇白（破格晋升）；晋升副高职称 1

人：徐燕婷（思政系列）。  

 

 系列讲座和学术沙龙信息 



 

10 月 8 日，胡晓明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了该院院庆 20 周年系列讲

座《现代人一定要知道的中国典故》。 

10 月 27 日，李舜华教授在中文系 4330 作了题为《汤显祖与刘凤乐律之争

暨隆万间的复杂变局》的校庆学术报告，该报告由我系谭帆教授主持。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4 日，我校图书馆与系古典文学学科共同邀请复旦大学

陈尚君教授作系列讲座《石刻与唐代文明》。 

11 月 2 日，田全金副教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作了题为《罗扎诺夫的批

评风格》的校庆学术报告，该报告由金雯教授评议。 

11 月 2 日，金雯教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作了题为《十八世纪小说中的

视觉性》的校庆学术报告，该报告由田全金副教授评议。 

11 月 3 日，吉林大学文学院木斋教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作了题为《词

的起源与发生》的讲座，讲座由朱惠国教授主持。 

11 月 10 日，匈牙利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Peter Hajdu 在闵行校区中

文系 4330 作了题为《中欧历史小说中的“不合时宜”与民族认同》的讲座。 

11 月 9 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英德教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作了题

为《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研究三题》的讲座，讲座由谭帆教授主持。 

11 月 9 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作了题

为《空间维度与中华文学史的研究》的讲座，讲座由李舜华教授主持。 

11 月 10 日，荷兰莱顿大学语言研究中心副教授，莱顿人脑与认知科学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陈轶亚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作了题为《声调变异与韵律表征》

的讲座。 

11 月 11 日，朱志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美学与

艺术精神的理论与实践”开题论证会在中山北路校区召开。系党委书记王庆华与

会并致开幕辞。 

11 月 16 日，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

长兼致远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王宁在闵行校区

中文系 4430 作了题为《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 

11 月 17 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王兵教授在闵行校区

中文系 4330 作了题为《作为异域的南洋——新加坡早期旧体诗人的身份认同》



 

的讲座，讲座由彭国忠教授主持。 

11 月 18 日，郑伟教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作了题为《元明戏曲理论里

的音韵问题》的讲座，我校对外汉语学院赵庸老师作为评议人参与讲座。 

10 月 19 日，刘晓军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古

今演变研究”中期研讨会在文史哲楼 4330 会议室举办，刘晓军作了题为《‘说’

祭与‘说’体”》的报告，报告由黄人二教授主持。 

11 月 21 日、11 月 22 日，吉林大学文学院王汝梅教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先后作了题为《怎样阅读与理解<金瓶梅>》、《<金瓶梅>与<红楼梦>合𤩹阅读》

的讲座，讲座由彭国忠教授主持。 

11 月 26 日，凤媛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基督教大

学的文学教育和新文学关系研究（1911-1937）”中期沙龙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

区学术交流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 

11 月 30 日，杨焄副教授在闵行校区中文系 4330 作了题为《黄侃<诗品讲疏>

探原》的校庆学术报告，报告由彭国忠教授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