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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拥华教授的论文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

近日，《外国文学评论》2022 年第 4 期目录公布，汤拥华教授的论文《通

向“可能性的中心”的文学——论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评》在该期上发表。

 2020 级博士生黄程伟的论文在《中国语文》上发表

近日，《中国语文》2022 年第 6期目录公布，我系 2020 级博士生黄程伟（导

师臧克和教授）的论文《唐碑志疑难字例释》在该期上发表。

 我系两位老师成果入选 2022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近日， 2022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名单公布，谭帆教授

的项目《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朱国华教授的项目《西方前沿文论阐释与批判》

入选。

 多位博士后老师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2批面上资助

近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2 批面上资助人员名单公示，我系刘宏辉（本

系晨晖学者）、孟昕、徐丽群、鄢冬四位博士后老师获得资助。

 刘阳教授课程入选 2022 年度上海高校一流本科课程推荐申报名单

近日，2022 年度上海高校一流本科课程拟推荐申报名单公布，刘阳教授线

下课程《文学概论》入选。

 郑依梅博士（合作导师为文贵良教授）入选上海超级博士后资助名单



近日，2022 年上海超级博士后资助名单公布，郑依梅博士（合作导师为文

贵良教授）入选。

 王嘉军教授获校 2022 年度能达奖教金

近日，我校 2022 年度能达奖教金获奖名单公布，王嘉军教授获奖。

 杜心源副教授主编的教材入选 2022 年度校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名单

近日，2022 年度校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名单公布，杜心源副教授主编的教材

《文学经典与影视阐释》入选。

 刘阳教授荣获第一届“浙江大学沈善洪杰出青年学者提名奖”

近日，首届“浙江大学沈善洪杰出青年学者提名奖”公示，刘阳教授（浙江

大学中文系 2005 届校友）荣获第一届“浙江大学沈善洪杰出青年学者提名奖”。

 倪春军老师获第三届校本科教学课程设计比赛二等奖

近日，第三届校本科教学课程设计比赛结果公布，倪春军老师以课程《大学

语文·经典阅读》获二等奖。

 曹洁副教授课程入选 2022 年校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项目（第二批经典阅读课

程） 立项名单

近日，校 2022 年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项目（第二批经典阅读课程） 立项名单

公布，曹洁副教授课程《〈战国策〉导读》入选。

 吴晗老师获 2022 年校研究生教育卓越育人奖（优秀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者

奖）

近日，2022 年校研究生教育卓越育人奖名单公布，吴晗老师入选。

 我系系友林棹获得 2022 宝柏理想国文学奖首奖

近日，我系 2007 级系友林棹以《潮汐图》摘得 2022 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

学奖首奖。



 “第十四届中融华语原创文学大赛暨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获

奖名单公布

近日，“第十四届中融华语原创文学大赛暨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原创文学大

赛”获奖名单公布。本次大赛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联合主办。大赛自三月开启征稿，主题不限，共收到了有效来稿 1121 篇。

在经过三轮严格的评审后，评选出获奖作品 20 篇，其中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5 名、入围奖 12 名。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获奖作品 5

篇，其中一等奖 1名，二等奖 1名、三等奖 3名。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9BiDbprJ92fXUkPGdOHZdA

 我系青年教师教学观摩活动顺利举行

11 月 1 日至 2 日，我系邀请徐默凡、吕志峰、刘阳三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

师为青年教师开展了教学示范课程，副系主任汤拥华，青年教师隋源远、陈田珺、

金龙、金延伟、印志远、朱学斌，及学生代表古舜禹、黄学浩来到课堂进行了观

摩学习。课程结束后，授课教师、教学院长、指导教师、青年教师及学生代表围

绕教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和经验分享。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qCrxKp-7vYtJr5sVWKNnUg

 身体美学研究中心“中国后人类文化发展”主题研讨会圆满举行

11 月 16 日，身体美学研究中心召开线上主题工作会议，讨论中国后人类文

化发展年鉴的撰写条目，会议由身体美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峰教授主持，中心兼职

研究员刘世文、韦施伊、周伟薇、陈辰、吕甍、郭健、李伟、张巧、吴芷净、王

新鑫参加会议，对撰写条目提出建议。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YK0TfFnefuBm-Q1bO_t7qw

 《浦江文献集成》引媒体广泛关注

近日，由我系与浙江浦江县人民政府、学苑出版社合作编纂出版的《浦江文

献集成》正式发布，该集为全国首部县域层面地方文献集成，引起学界及媒体广

泛关注。10 月，《浦江文献集成》新闻发布会暨浦江传统文化深层开发研究课



题启动仪式顺利举行，我系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副系主任方笑一教

授、副主任王嘉军教授出席。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j1t1PsgTenhcUyherUVkfA

 “语文与素养”初中语文现代文教学研讨会顺利举行

11 月 6 日，“语文与素养”初中语文现代文教学研讨会在沪华大酒店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办，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茅盾研究会、《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中文自修》

杂志社承办。开幕式由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谭帆教授、上海市语言工作者协会

会长、系主任文贵良教授和系党委书记吕志峰副教授致辞，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王意如教授主持。我系汤拥华教授、倪文尖副教授、徐默凡副教授出席

并发言。会议邀请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教育机构的学者及工作者 20 余人，

围绕中学语文教学基础等问题进行讨论。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ZmwAC-slhLfSY6WnxhzAGA

 “学术与成长”文史哲青年教师经验交流会顺利举行

11 月 16 日、11 月 18 日， “学术与成长”文史哲青年教师经验交流会在人

文楼 5303 报告厅举行。本次交流会由我系青联会、历史学系青联会、哲学系青

联会、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共同主办。会议邀请来自人

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十余位学者，围绕课题申报、论文发表与国际交流、教学

问题与经验、新文科背景下的教学与科研等问题进行讨论。交流会第一单元“课

题申报经验分享”由凤媛教授主持，朱志荣教师作主题报告。第二单元“学术与

成长：文史哲青年教师经验交流会”中，金雯教授作主题报告。第三单元交流会“教

学问题与经验”中，刘阳教授作主题报告。第四单元“新文科背景下的跨学科合

作：教学与科研”中，汤拥华教授作主题报告。

 “古典新命：古典研究新发展学者论坛”暨中文系“两古”专业博士生学术

交流会顺利举行

11 月 17 日，“古典新命：古典研究新发展学者论坛”——暨中文系“两古”

专业博士生学术交流会在沪华大酒店举行。本次交流会由我系、古籍研究所及先



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系党委书记吕志峰副教授、副系主任方笑一教授、先秦诸

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开幕会上致辞，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达副研究员主持。

会议邀请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及博士生四十余人，围绕古籍研究问题等

进行讨论。

 “东亚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11 月 20 日，以彭国忠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词学

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沪华国际大酒店举行。学术研讨会由我系主

办，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协办。会议开幕式由彭国忠教授主持，系党委书记吕志峰

致辞，倪春军、刘宏辉等我系青年教师参加会议。会议通过线上与线下同步的方

式，邀请海内外高校学者及硕博研究生三十余人，重点围绕中国词学在东亚的传

播进行讨论交流，全面展现了东亚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丰富成果。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oMNvI-2iQf7I0q_Xmaa7XA

 “文学·美术·建筑”园林研究多维视角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11 月 20 日至 21 日，“文学·美术·建筑”园林研究多维视角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蓝宫大饭店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我系、校江南文化研究院、上海漪古园主

办。开幕式由会议召集人赵厚均教授主持，胡晓明教授致辞，我系系友、嘉定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石中军受邀致辞。大会主题发言由罗争鸣教授主持，下午场线下

发言由汤志波副教授与王冉冉副教授主持。另外线上也举行了两场讨论。会议邀

请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园林管理机构的学者及工作者六十余人，围绕园林审

美、意境营造、观念等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

 我系关工委工笔画专题活动顺利开展

11 月 23 日，我系关工委邀请陆永宝老师开展专题美育实践活动——工笔画

的体验与学习。本次学习的主题是工笔荷花的绘制技巧，活动由系党委副书记、

系关工委主任徐燕婷副教授主持，共有 15 名同学现场参与。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0XCAHi6cHUxIgG1EYKtiqw



 “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王宏图、张生、毛尖、黄平四人谈”对谈活

动顺利举行

11 月 23 日，“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王宏图、张生、毛尖、黄平四

人谈”对谈活动在闵行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活动由研究生院主办，

我系承办，为首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活动邀请复旦

大学王宏图教授、同济大学张生教授、我校毛尖教授与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

长黄平教授对谈。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VvxOl4kcGiHADGAf-kOxfQ

 “陶熔”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坊：对话教研室系列活动顺利举行

11 月 6 日，“陶熔”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坊：对话教研室系列第一场活动顺

利举行。本场活动主题为“弦歌妙语·文德自彰——阅读理解的教与学”，邀请

厦门一中语文教研室优秀教师代表在腾讯会议平台分享教学经验，汤拥华教授主

持。

11 月 25 日，“陶熔”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坊：对话教研室系列第二场活动顺

利举行。本场活动主题为“始于兴趣，成于坚持——高中文言文教法新探”，邀

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普陀校区）语文教研组在腾讯会议平台分享教学

经验，与我系硕士研究生、孟成宪书院中文师范本科生对谈，汤拥华教授为特邀

嘉宾。

 “博士生招生方式转变期的问题与对策”主题研究生工作秘书沙龙顺利举行

11 月 25 日，为实现从按导师招生向按学科招生的平稳过渡，健全博士生招

生相关制度体系建设，以“博士生招生方式转变期的问题与对策”为主题的研究

生工作秘书沙龙在闵行校区人文楼 4108 会议室举行。我系博士生导师朱志荣教

授、系研究生教育分管领导方笑一教授、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褚书地老师及来自不

同院系研究生工作秘书共 9人参加研讨会。会议由我系研究生工作秘书吴晗主持。

 “中国意象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会议成功召开

11 月 26 日，由我系、校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

学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意象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会议采用线上方式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VvxOl4kcGiHADGAf-kOxfQ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

大学等院校共 30 余位学者参与，围绕意象理论的建构和实践展开讨论。我系朱

志荣教授作会议总结。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VTZRCWsXhYXqhqPHK39qyQ

 “当代中国风景研究的多种进路”——华东师范大学西方前沿文论创新团队

跨学科工作坊顺利举行

11 月 27 日，“当代中国风景研究的多种进路”——华东师范大学西方前沿

文论跨学科工作坊在沪华大酒店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我校西方前沿文论创新团队

将与我系联合主办，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青年

分会和《文艺论坛》编辑部协办，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开幕式由汤拥华教授主持，

我校文科院吴文钰副院长与我系副系主任王嘉军教授在开幕会上致辞。我系顾文

艳、吴娱玉、姚云帆、黄金城、张春田等青年教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学生活动

11 月 4 日，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教师虞宙老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求

职起航月”系列活动之一“致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你”。

11 月 11 日，“‘研’路不迷茫”本科生升学经验分享会在腾讯会议平台举

行。本次活动为“求职起航月”系列活动之一。

11 月 18 日，“博学有道”中文系申博、读博经验分享会第一场在腾讯会议

平台举行，邀请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优秀同

学分享考博经验，引导硕士生做好未来学业发展的规划。本次活动为“‘中文之

路’研究生学术交流系列活动”的第二期第一场。

11 月 24 日，“博学有道”中文系申博、读博经验分享会第二场在腾讯会议

平台举行，邀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艺学的

优秀学生分享考博经验，引导硕士生做好未来学业发展的规划。本次活动为“‘中

文之路’研究生学术交流系列活动”的第二期第二场。

11 月 30 日，“走进双创，聆听双创的难与易”在闵行校区一教 203 举行，

邀请大夏书院院长助理、双创负责人张长军教师及双创获得国奖、省奖项目的团

队负责人求倩一及邱天烨分享双创经验。



 党建工作

近日，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公布了上海高校“百个学生样板党支部”名单，

我系本科生党支部入选。

近日，第二轮上海高校党组织“攀登”计划遴选结果公布，中文系中国现当

代文学教研室、文艺学教研室党支部入选“上海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

位。

11 月 1 日，吴泾镇党委携手紫竹高新区党委、我系党委、政治与国际关系

学院党委等单位，在浦江第一湾公园举行“寻梦路初心如磐 新征程奋楫笃行”

“初心驿·泾彩第一湾”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系党委副书记徐燕婷及师生代表参

加活动。

11 月 2 日，系本科生党支部举办“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积

极分子师生座谈会，旨在帮助入党积极分子端正入党动机，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和

不足。

11 月 15 日，“师生共读党的二十大报告”系列活动首期在人文楼 4110 室

开展，系党委书记吕志峰领读，现代汉语教研室、古代汉语教研室党支部书记郭

瑞，专职组织员方中书，专职辅导员宫亦楠及学生党员代表参与活动。

11 月 17 日，我系联合历史学系、哲学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开展“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联组学习，校终身教授、全国著名党史党建专家、上海市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家宣讲团成员齐卫平教授应邀作专题报告。文、史、

哲、思勉的党政班子成员、师生党支部书记及支部委员在人文楼 5303 报告厅参

加学习，其他师生党员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参加学习。会议由系党委书记吕志峰主

持。

11 月 18 日，我系组织师生党员前往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

馆）参观学习，领悟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的

光荣历史。

11 月 22 日，我系组织师生党员前往吴泾镇和平村考察学习，助力地区经济

发展和社会治理，携手区域单位共同走好新征程。

11 月 24 日，我系 1983 级校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方教育时报》总



编辑徐建华老师情系教育筑梦，应邀在线为我系党委 2022 年度“教育筑梦”计

划结对学校海南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学生进行了题为《好作文是怎样炼成

的》的讲座，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付建洋老师主持。

 系列讲座与沙龙

11 月 2 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北山

讲堂之“网络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讲座”第二讲之网络文化的谱系学与政治经济

学”，罗岗教授主持。

11 月 4 日，兰州大学张元林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敦煌与敦煌学”，

罗岗教授主持。

11 月 9 日，杭州师范大学邵宁宁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从文人到战士

——早期鲁迅及其精神蜕变（1898－1903）” ，杜英教授主持。

11 月 10 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人机交互所研究助理教授沈虹在腾

讯会议平台主讲北山讲堂之“网络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讲座第三讲之“批判算

法研究——我们为什么会对手机上瘾”，黄平教授主持。

11 月 11 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及比较文学系蔡宗

齐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抒情传统的重新认识——以华兹华斯和艾略特情感

论之石攻古代诗学情感论之玉”，金雯教授主持。

11 月 11 日，南京师范大学李玮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北山讲堂之“网络

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讲座”第四讲之“网络文学新浪潮与文学新经验”，汤拥华

教授主持。

11 月 15 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文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阿尔都塞

身旁的斯宾诺莎”，罗岗教授主持。

11 月 17 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杜文娟老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文学

的真诚”，陶国山教授主持。

11 月 17 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国文学及电影学菲利普·梅特教授在 zoom

会议平台主讲“回顾经典科幻电影：征服、侵略、污染”，汤拥华教授主持。

11 月 21 日，南京大学文学院董晓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 4330 室主讲“俄

苏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范劲教授主持，腾讯会议平台直播。



11 月 22 日，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文江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中国文论

的跨域研究”系列讲座第一讲之“《论语》四章说”，胡晓明教授主持。

11 月 24 日，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倪湛舸副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

主讲北山讲堂之“网络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讲座第五讲之“传统文化、数字时

代与分体的崛起：初探网络小说的主体构建”，罗岗教授主持，傅善超博士对谈。

11 月 25 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中国文论的

守正创新”系列讲座第十讲之“齐梁至唐代人文化成说文学观流行历史”，赵厚

均教授主持。

11 月 25 日，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院长尹吉男教授在腾讯会

议平台主讲强基班“近代学术史专题导读”系列讲座第四讲之“知识生成——中

国绘画史的关键问题”，罗岗教授主持。

11 月 26 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冯胜军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多

维视角下的古文字”，汤志彪副教授主持。

11 月 30 日，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计武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艺术社会

史：从宏观到微观”，陶国山教授主持。

11 月 30 日，瑞士巴塞尔大学人文学院莱姆格鲁伯教席教授塞巴斯蒂安·杜

姆林在 zoom 平台主讲“叙事与感染：有关疫情的叙事学考察”，顾文艳老师主

持。

11 月 30 日，唐小兵教授在闵行校区一教 115 教室主讲“左翼文化在上海的

传播与左翼知识人的精神史”。

11 月 30 日，海南大学人文学院乔焕江教授在腾讯会议平台主讲“网络文学

与文化研究”系列讲座第六讲之“网络文学的‘通俗论’”，汤拥华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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