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3 月 14 日，朱凤瀚教授应邀参加在东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出

土资料学会”2014年度大会，并作了题为《北大汉简〈苍颉篇〉的新启示》

的大会报告。此外，王震中研究员等也应海外学术机构之邀，对最新科研

成果向海外进行了大力推广。 

 

人才培养要报 

中心第一季度举办读书会与系列讲座一览： 

清华大学：青铜器读书会、战国简读书会 

湖南大学：出土文献研究兴趣小组、简帛书法兴趣小组 

中国人民大学：汉魏文献读书班、战国文献读书班、前四史读书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11协同创新精品课程（先秦史研究系列讲座、

出土资料与战国秦汉史研究系列讲座、形象史学研究系列讲座） 

 

职称晋升情况： 

吉林大学李春桃 2015年 1月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王子杨 2015年 1月由讲师晋升副教授。 

 

人员聘任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聘任晁福林教授、张德芳研究员为中心外聘研究员。 

首都师范大学分中心聘任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生韩宇娇为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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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要闻 

2015 年第一次管委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5 年 1 月 25 日上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2015年第一次管委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心主任李学勤、裘锡圭，管委

会成员及成员代表卜宪群、陈松长、陈伟武、冯胜君、黄天树、刘绍刚、

刘钊、孙家洲、吴振武、徐在国、朱凤瀚、赵平安参会。 

中心主任李学勤、裘锡圭委托中心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赵平安主持会议。 

管委会商讨了未来四年发展规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对实施中出现的

困难与问题进行了协商。尤其是针对中心七大创新平台运作与具体科研项

目执行；中心学术委员会规划制定与各依托单位绩效评估等运行问题进行

了有效沟通并商讨了实施办法。管委会强调，学术委员会在实施阶段必须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督促并指导各平台的科研工作进度，落实未来四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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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保障发展规划的顺利完成。 

管委会组织并筹备了协同创新中心 2015年理事会工作会议，审议了理

事会主要议题和会议材料，提交理事会讨论。 

 

2015 年理事会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 

1月 25日下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2015年理

事会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中心牵头单位清华大学与各协同单位的分

管领导或主管领导出席会议。 

本次理事会是总结中心过去工作和为未来四年发展做出规划的关键性

会议。受中心理事长陈吉宁委托，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

代表中心理事会及牵头单位讲话，他充分肯定了中心在过去两年开展的大

量的切实高效的工作，同时也希望中心志存高远，在未来四年乃至更长的

时间中，要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形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

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体系。 

  接着，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代表管委会向理事会汇报了中心在 2013年

1月揭牌两年来的基本情况与主要工作。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心新一届理事会、管委会成员名单。受中心主任

裘锡圭先生委托，新一届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赵平安教授向理事会报告了协

同创新中心未来四年发展规划。 

  随后，吉林大学副校长、中心管委会委员吴振武，安徽大学校长程桦，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宫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人民

大学副书记马俊杰，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以及复旦大学文科科研

处处长陈玉刚、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耿琴、湖南大学社科处处长李连友、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倪星对中心未来四年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设性意

见。经审议，理事会集体表决通过了中心未来四年发展规划以及相关决议。 

  最后，裘锡圭进行了会议总结，他表示，未来四年工作中，要实事求

是，扎实推进中心建设步伐。 
 

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心课题立项 

为支持中心的科研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心组织开展的科研课题专

门进行了校内立项。本次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立项资助的有：韩树峰，

秦汉魏晋南北朝户籍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15XNJ1007）;

张忠炜，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团队培育计划

（15XNQ012）;孙闻博，战国、秦军事史资料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团队培育

计划（15XNJ006）;赵容俊，先秦巫术与艺术的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后期资

助项目（15XNQ035）。 

 

由中心 PI 编著的多本专著出版 

2015年 1月，由宋镇豪、孙亚冰、焦智勤合著的《殷墟甲骨拾遗》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系统收录了安阳民间收藏的甲骨文 500 余

片，编排上照片、拓片、释文三位一体，信息齐备，体例科学，为当前甲

骨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且有价值的资料。 

黄德宽教授所著《古文字学》于 2015 年 2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古文字学》由古文字与古文字学、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古文字的结构类

型、古文字形体的发展演变、古文字基本构形单位、甲骨文、商周金文、

简帛文字、玺印货币文字及其它等九个部分构成，共 40余万字。 

同期出版还有《肩水金关汉简》（第四卷）、刘钊等《新甲骨文编》（增

订本）、徐在国《新出齐陶文图录》等。 

 

中心 PI 致力文化普及与海外交流 

2月 14日，卜宪群研究员在国家图书馆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主

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充分发挥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以史资政的作

用。此外，卜宪群研究员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是人类的教科书

—重读<历史的教训>》一文，并被《新华文摘》转载。针对学界与社会上

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他还在《历史研究》2015年第 3期上撰写了《历

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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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办的两种集刊面世 

安徽大学中心创办的《汉语言文字研究》第一辑（创刊号）于 2015年

2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汉语言文字研究》第一辑共收录论文 50 余

篇，论文作者多是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书稿涉及两大板块：

一是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帛、货币、玺印、陶文、传抄古文等古文

字方面；二是古汉语、音韵学、词汇学、方言学等语言学方面。内容广泛，

论述深入，代表了学术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2015 年 1 月，陈伟武主编的《古文字论坛》（第一辑）由中山大学出

版社出版。此书为《古文字论坛》创刊号，亦为著名古文字学家曾宪通教

授八十华诞的庆寿专号，收录学术论文凡 41篇，其他文章两篇。 

《汉语言文字研究》与《古文字论坛》是继《出土文献》、《出土文献

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后由中心主办的两种重要学术集刊，进

一步扩展了中心的集刊方阵。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召开 

“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启动暨专家咨询会议” 

3月 7日至 8日,中心与山东博物馆联合召开“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

与研究项目启动暨专家咨询会”。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谢治

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参加会议并致辞。来自清华大学、安

徽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博物院、长沙

简牍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山东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等高校、科

研院所及文博机构的专家学者 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心管委会主任李学勤

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委托代表宣读了贺信、贺词。 

会上，文研院还与山东博物馆签署了合作开展“银雀山汉简保护、整

理与研究”的协议，计划在三年内完成竹简的基本保护和整理研究工作，

形成并出版集成类综合性成果。在专家咨询会上，专家们分组讨论了整理

研究与科技保护工作两方面的具体工作安排。 

 

 

附：新一届理事会、管委会名单 

理事长：陈吉宁 

副理事长：林尚立  谢维和 

理事（按拼音排序）：卜宪群  陈吉宁  程桦  宫辉力 林尚立  

刘曙光  刘伟  马俊杰 魏明海  吴振武  

谢维和  赵跃宇 

管委会主任：李学勤  裘锡圭 

管委会委员（按拼音排序）：卜宪群  陈松长  陈伟武  黄德宽 

黄天树  李学勤  刘绍刚  裘锡圭 

刘钊  孙家洲  吴振武  朱凤瀚  赵平安 

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赵平安 

 

中心管委会向教育部反馈关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意见 

2 月 13 日，中心针对教育部下发的《“2011 计划”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结合在执行中央财政资金预算中面临的具体问

题、困难形成了书面材料，上报教育部“2011办”，供修订时参考。 

 

机制体制探索 

复旦大学专项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作为中心牵头单位之一的复旦大学，于近期施行了一些列措施，以支

持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学校为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配备了科研助手，

并设立课程体系建设专项经费。针对复旦大学分中心面临的办公条件方面

的困难，专门划拨光华楼 29 楼办公室三间，为 2011 计划访问学者提供办

公场地。与此同时，分中心新聘任的办公人员也已到岗。 

 

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探索协同创新机制体制 

为保障协同创新中心的高效运转，2015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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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探索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 

2015 年 1 月 7 日，中心举行第一次同仁会议。孙家洲教授向与会成员

简要介绍中心前期的筹备、申报情况，并着重介绍了年度预算、绩效考核等

问题，以及中心学生的遴选方法。中心目前由国学院、历史系、考古文博系

三个单位的 11位教师组成，主要负责“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王子今教授

任平台主任，孙家洲教授为副主任（兼任管委会成员），梁涛教授为 PI，其

余人员为骨干，张忠炜副教授兼任联络人。 

2015年 3月 26日，中心举行第二次同仁会议，王子今教授、孙家洲教

授简要向同仁介绍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与各部门协商的情况。着重讨论并

通过了《管理条例》，中心各项事务的运作自此有据可循。根据管理条例，

成立中心学术委员会，遴选硕、博学生进入中心，确定津贴发放标准，以及

奖学金评审要求，鼓励教师、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在此期间，孙家洲教授就中心发展中遇到种种问题，如办公场所、配套

资金、政策支持，等等，与发展规划处负责人进行交流、协商，尝试理顺中

心运作过程中与学校各职能部门间的关系。对于经费使用问题，也与财务处

负责人进行了协商。 

 

湖南大学成立简帛文献研究中心 

为支持湖南大学分中心的建设，2015 年 1 月 27 日湖南大学正式下文

批准在岳麓书院成立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陈松长任简帛文献研究

中心主任。 

中心成立之后，2015 年 3 月 19 日在中国书院博物馆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湖南大学分中心第一次会议。

会议由平台主任陈松长教授主持，会上李连友处长和朱汉民院长分别致辞， 
 

表示将竭力支持平台各项工作。会上陈松长主任强调平台所承担的几大任务，

第一是团队建设，第二是人才培养，第三是对外交流等。同时向与会者讲明了

绩效考核标准，并征求意见。与会者均一致表示将同心协力来做好平台的研究

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中心召开三次工作会议 

1月 10日，中心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讨论所协同创新中心的总体发

展规划、各有关平台及学科本年度的目标任务、本所中心的日常管理、人

员聘用、经费使用、绩效考核办法等事项。 

2月 28日，中心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明确本所协同创新中心的总体

发展规划，落实各有关平台及学科本年度的目标任务，形成本所中心的日

常管理、绩效考核、经费使用办法，成立本所中心日常管理组织，完成各

类人员聘用工作。 

3月 24日，中心召开第三次工作会议，检查本所中心各项工作的开展

落实情况，并重点讨论了人才培养问题，确定青年科研人员本年度的境外

交流安排，以及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奖学金、助学金分配方案。 

 

科研成果摘登 

北大简再掀研究热潮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项目课题组在《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开设专栏，发表系列研究论文 6 篇，分别

是：朱凤瀚《北大藏秦简<教女>初识》、李零《北大藏秦简<酒令>》、辛德

勇《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与战国以迄秦末的阳暨阳城问题》、韩巍《北大

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田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以

及刘丽《北大藏秦简<制衣>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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