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参观了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安阳市博物

馆及郑州市博物馆。 

 

中心青年人才赴海外进修与联合培养 

作为中心《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又有多名青年

骨干教师与博士研究生到美国、韩国等地进行交流访学。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磊助理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大学作

访问学者，为期一年。 

9 月 1 日，北京大学韩巍副教授应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先生邀请，前往

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 

9月 10日，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许可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

达慕思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联合培养，美方导师为艾兰教授。 

9 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山珊获得北京市政府联合培养博士生

项目及协同创新中心经费资助，赴美国密西根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联合培

养，美方合作导师是 Miranda Brown教授。 

    根据中心与芝加哥大学等海外名校签订的合作交流协议，双方将会持

续互派骨干教师到对方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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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要闻 

中心管委会 2015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7 月 11 日，中心管委会于北京润泽嘉业酒店第十会议室召开了 2015

年第二次工作会议。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中心管委会成员、各协同单位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各协同单位负责人汇报了 2015年上半年人才培养、团队建设、文化普

及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并对 “2011 计划”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

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管委会还依据《“2011 计划”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制定了 2015年资金使用方案，方案对中心重大协同任务予以了特

殊支持。 

 

各分中心落实管委会工作部署 

7月 17日，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孙家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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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教授简要地向委员会汇报了管委会会议精神，并委托张忠炜副教授

汇报上一年度经费的使用情况，以及下一年度经费的预算。 

7月 28日下午，安徽大学分中心在安徽大学磬苑宾馆召开了暑期研习

班总结会暨 2016发展规划讨论会。参加此次会议的有黄德宽教授、徐在国

教授等中心全体人员。会议着重总结了 2015 年暑期研习班的各项工作情

况，以及中心 2016年的发展规划：加强师资建设、着力人才培养、加深合

作交流、提升科研水平、完善中心硬件环境建设等。 

 

机制体制探索 

微信公众号“古文字微刊”由中心官方运营 

“古文字微刊”（微信 ID：guwenziwecan）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研究中心 2014级博士研究生郭理远申请开通于 2014年 4月，从 2014

年 9月 30日起正式开始推送消息。目前已经运行一年，吸引了大批本专业

研究人员及普通爱好者的关注，现有关注人数已经突破六千。自 2015年 9

月 28日起，微刊改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方运营。通过

新媒体的形式进行传播，将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出土文献研究向大众的普及。 

 

中心行政管理团队不断充实 

新学期开始后，管委会办公室新聘行政管理人员袁婧老师到岗，主要

负责中央专项经费预算的制定、执行与审核工作。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分

中心亦聘任阿戛茹老师专职从事行政工作。 

 

科研成果摘登 

中心两项成果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 

7 月，2014 年度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获奖名单公布。由李学勤先生主

编，沈建华、贾连翔编著，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 

8月 3-4日 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 复旦大学刘钊教授 

8月 5日 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 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 

8月 6日 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 清华大学赵平安教授 

 

协同创新中心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稳步开展 

新学期伊始，协同创新中心迎来了陈宇豪、李子平、丁佳与马誉文等

四位 2015级本科新生。他们是中心根据《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并依托清华

大学自主招生办法，自主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 

四位同学在高中学习阶段分别通过书籍、网络与课堂介绍等不同途径

认识到了出土文献，并在之后的深入了解的过程中培养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在经历了高中推荐、统一笔试、专业面试等一系列选拔环节后，享受最高

60分的降分政策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根据协同创新中心《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的设计，中心将对他们进行本硕博乃至博士后阶段的一贯制培养，以

适应出土文献研究学科交叉性强、学习周期长的特点。 

与此同时，已经在中心学习两年的清华大学人文实验班 2015届本科毕

业生陈梦佳，也通过了中心推荐免试研究生的考核，顺利进入硕士阶段的

培养。 

以上这些，都是中心履行培养人才重要使命的具体措施，标志着《拔

尖人才培养计划》正在逐步落实与稳步开展。 

 

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颁发专项奖学金 

7 月 19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吕学明教授负责，马利清、张忠

炜、孙闻博、陈晓露等老师参加，对中心参评奖学金的论文进行评审。

共选出博士奖学金一等奖人选一人，奖金两万元；博士奖学金二等奖人

选一人，奖金一万元；硕士奖学金一等奖一人，奖金一万元。 

 

复旦大学分中心组织研究生赴安阳考察 

9 月 11 日至 14 日，受“2011 计划”研究生境内交流专项经费资助，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一行二十一人赴安阳考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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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开班仪式在安徽大学磬苑宾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安徽省文史馆馆长、安

徽大学分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安徽大学副校长王群京教授，北京大学朱

凤瀚教授，安徽大学发展规划处、文学院相关领导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

徐在国教授主持。 

本次研习班由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安徽

大学分中心承办，面向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招收以本科生为主体的学员，通

过邀请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

教授、清华大学赵平安教授、复旦大学刘钊教授、李家浩教授等知名学者

授课，介绍学科基础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优秀的

中华文化，选拔和储备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实

现协同创新中心开展学术合作、联合培养的既定目标。 

王群京副校长首先代表安徽大学对研习班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单介

绍了安徽大学的校史以及暑期研习班的背景、特色，期待学员们在暑期在

能收获更多的知识、欢乐。 

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作为暑期班授课专家代表发言，他针对出土文献

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学科特点和自己几十年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体会，

深入浅出地论述了研究出土文献的意义和学习方法。 

黄德宽教授最后做总结发言：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具有独特魅力、鲜明

特色和持久生命力的精神力量，而借助协同创新中心搭建的平台，集中优

秀的教育资源、安排科学的学习日程、探求高效的学习方法，无疑会使我

们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刻，而我们年

轻的暑期研习班学员任重道远。 
附：暑期研习班课程安排表 

日期 授课内容 主讲专家 

7月 13-14日 铜器铭文 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 

7月 15-16 日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安徽大学黄德宽教授 

7月 20-21 日 古文字考释方法 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 

7月 22-23 日 甲骨文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 

7月 27-28 日 战国文字 安徽大学李家浩教授 

7月 29-30 日 简帛文字 安徽大学徐在国教授 

 

 

 

-三）文字编》获一等奖。裘锡圭先生主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与湖南省博物馆编纂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获二等奖。 

 

中心 PI 致力以史资政与文化普及 

7 月 16 日与 8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

员分别在中纪委北戴河培训基地与江苏省纪委培训会议作了题为“我国历

史上的廉政文化”讲座，向广大纪检干部宣讲了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与

监察措施。 

7 月底至 8 月初，第十一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学术论坛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召开，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与吉林大学何景成教授受邀开讲，

分别作了《国家博物馆藏殷虚书契菁华研究》与《象意与表声：商周金文

形体与结构的演变》的专题讲座。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调查”项目开展资料搜集工作 

暑假期间，国家文物局委托项目“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调查”项目组成

员前往德国、英国、法国进行了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相关资料的拍摄和复制

工作。项目组此行收获颇丰，预计将于 11月份完成课题结项。 

 

“古汉字字形表审稿会议”在安徽大学分中心召开 

7 月 19 日至 7 月 26 日，古汉字字形表审稿会议在合肥召开。参加此

次会议的有安徽省文史馆馆长，安徽大学党委原书记、原校长黄德宽、安

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徐在国、苏州大学江学旺、贵州师范

大学吴国升、南阳师范学院牛清波、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郝士宏、程

燕、单晓伟、刘刚、夏大兆等。 

古汉字字形表共包括“商代文字字形表”、“西周文字字形表”、“春秋

文字字形表”、“战国文字字形表”、“秦文字字形表”等五部。是国家社科

重点项目“汉字发展通史”的前期准备工作，分期字形表贯穿古文字发展

的各个阶段，它的编成将为汉字发展通史的撰写提供科学的、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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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字发展通史”项目的完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银雀山汉墓竹简完成数据采集工作 

7 月 27 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少刚研究员率领团队赴山东博物馆

开展银雀山汉墓全部 7600余枚竹简的数据采集任务，包括 4900余枚已整理

发表的竹简和 2700余枚破损严重的残片。经过团队整整两个月的通力协作，

至 9月 27日工作完成，共获得高清红外和彩色照片各 15200余张。 

本次数据采集工作是在山东博物馆的大力支持进行的，清华大学出土文

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赵桂芳教授、贾连翔博士及长沙简牍博物馆的有关专家为

本次任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使全方位多层

次获取高质量的有效简牍信息成为现实。 

银雀山汉简数据采集工作的完成，为课题组下一步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相关研究工作和任务将相继展开。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统稿会”在中山大学分中心召开 

8月，“《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统稿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古文字研

究所资料室召开。陈伟武主持统稿会，并对统稿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项目

组成员及全体古文字专业研究生参加了统稿工作。在将近一个月的统稿工作

中，项目组成员对各分卷主编提交的书稿进行了集中审阅，并负责核对书稿

内容和统一格式。经过此次统稿，不仅纠正了书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意

味着《集释》的正式出版进入了最后阶段。该书书稿已于 9月份交给中华书

局，将于近期出版。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审定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分中心召开 

9 月 18 日至 20 日，由岳麓书院和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主

办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审定研讨会”在长沙市芙蓉华天大酒店召

开。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韩国的三十余位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

会。 

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由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陈松长教授主

持，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致开幕辞。之后，陈松长教授介绍了《岳麓

书院藏秦简（肆）》的整理过程，并展示了该书的部分图版。 

研讨会的主题是“《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的审定和研讨”，会议主要

讨论和研究了整理小组在整理《岳麓书院藏秦简（肆）》过程中遇到的文字

释读和隶定、简册编联、简文注释等问题。另外，与会学者还就相关的背

划线、反印文、墨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9月 20日，陈松长教授主持了闭幕式，对前来参与研讨会的各位专家

学者致以谢意并总结了此次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 

 

北京大学藏西汉简发布最新成果 

9 月 23 日上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叁、伍卷首发式在上海

举行。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

克勤先生一起为新书揭开帷幕，并分别介绍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

整理编纂和编辑出版工作。何晋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致贺词。各卷

作者朱凤瀚、李零、赵化成、陈苏镇、陈侃理先后发言，介绍各卷内容及

整理工作的心得体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人才培养要报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暑期研习班举行 

7月 13日上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暑期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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