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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之际，传来喜

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中心两项成果入选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党的十八大

以来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成

就”并加以展示。这两项成果分

别是：裘锡圭教授的《文字学概

要》日文版和刘钊教授任主编、

陈剑教授任副主编的《传承中华

基因——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

年来甲骨学论文精选及提要》。

就在六年前，裘锡圭教授任

主编率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全体教师耗时六年编撰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

书荣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 年）特

等奖，成为该奖项空缺 14 年来

的又一部获奖作品。

名师大家文脉积淀
厚实“家底”助力高质量发展

在复旦人文社科的星河中，

一位位名师大家以其治学底蕴、

文脉积淀，引领着后学的前进步

履。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各学

科形成良好的发展基础与学科

声誉。

裘锡圭教授 1956 年毕业于

复旦历史系，2005 年返回母校，

创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数十年如一日，他与甲骨、

青铜器、竹简木牍、帛书为友，以

考释几千年前的疑难文字见功

夫，被誉为中国古文字与出土文

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文

字学概要》是裘锡圭 1963 年以

来教学和研究的结晶。自 1988

年问世以来，产生广泛影响。今

年 6 月，该书的日文版《中国汉

字学讲义》出版。

刘 钊 教 授 2007 年 来 到 复

旦，出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主任，15年间见证中心研究

人员由3名增长至17名，标志性

成果不断涌现，在国内占据领先

地位，学术声望蜚声国际。

由刘钊教授任主编、陈剑教

授任副主编的《传承中华基因

——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年来

甲骨学论文精选及提要》一书，

编纂始于 2018 年，历时 3 年多，

是传承冷门绝学的一部力作。

十年间，人文社科基础研

究、科研奖项取得突出成绩。在

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评选中，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

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周振鹤主

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王水

照主编的《王安石全集》、刘放桐

主编的《杜威全集》（中文版）、吴

松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地

理》等获一等奖。

在上海市第十三、十四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

复旦获奖总数及一等奖数均居

第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

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后

连续两届获唯一特等奖。2012

年陈其人、王水照、洪远朋，2014

年伍柏麟、陆谷孙，2016 年许宝

华、邹逸麟，2018年王邦佐，2022

年曹沛霖先后获学术贡献奖。

“大先生”们灿然星陈，引领一代

代人积累厚实“家底”，助力哲学

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厚植基础推进创新
项目培育体系服务重大科研攻关需求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复旦大

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工程”和“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简称

“两大工程”）的专家学者们为

“学思践悟”二十大精神进行紧

锣密鼓的准备。

自 2017 年起，由焦扬书记

主持推动，朱立元、吴晓明、张维

为、陈学明、姜义华、彭希哲等

40 多名专家学者领衔，近 200 人

研究团队投身“两大工程”研究，

集众智、合众力，4 年推出 20 本

扛鼎之作。

“在‘两大工程’一期中，我

们从学术上、学理上、专业上深

入阐释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

国道路，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成果。”文科资深教

授吴晓明和一批专家将继续参

加“两大工程”二期项目，开设精

品课程，编写精品教材，实现工

程育人效应最大化。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复旦义不容辞。为此，

“中华早期文明跨学科研究计

划”筹划实施，整合学校优势学

科，从文字学、语言学、遗传学和

考古学以及世界史等角度，依托

大数据平台，追溯从旧石器时代

到西汉末年的中华早期文明发

展历史，重构中国早期文明起

源、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以

跨学科视角回答中华民族形成

的源流，突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

“软实力”和“多元一体”的重要

特质，回应国家重大文化发展需

求。

一批项目的设立，让科研成

果、人才层出不穷。传世之作与

学术精品项目，作为学校“双一

流”建设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以形成传世学术精品为标杆；青

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以形成优

秀人才集群效应为宗旨。

设立人文社科先导计划，以

鼓励向国家重大课题转化为目

标，面向所有文科单位和学科开

放；重点布局包括中外交往史、

国别史、边疆史、边海防史等在

内的冷门绝学及相关领域，鼓励

向课题转化。

设立人文社科先锋计划，推

动学校人文社科重要学术和咨

政成果持续做好成果转化和培

育工作，进一步扩大其学术影响

力。

此外，实施“双一流”学术期

刊支持计划，加强名刊名栏建

设，引导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更

多在国内期刊发表，提升人文社

会科学话语国际影响力和社会

贡献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

版）获得期刊界最高荣誉“第五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
对接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

日前，文科资深教授彭希哲

在《领航中国》中提出：我们必须

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寻求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并

为全世界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

中国智慧。

2021 年 12 月 25 日，复旦大

学老龄研究院揭牌成立，彭希哲

担任院长。这是复旦设立的第

20家文科实体运行科研机构，与

六次产业研究院、科技考古研究

院、“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

院、现代语言学研究院、全球公

共政策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网

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望道

研究院等 10 家，均在“十三五”

期间设立。这些实体运行科研

机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跨学

科交叉融合的特征。

为了不断推进方法创新，尤

其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

工具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

究中，文科实验室应运而生，屡

出硕果。目前，学校文科实验室

建设已初步形成呼应国家战略

的部委实验室、对接地方发展的

上海市实验室和形成各自特色

的校内其他重点实验室的三层

格局。

基地建设方面，学校 8 个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全部顺利通过教育部社科司

新一轮基地评估，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等 3 个基

地获评优秀，优秀基地个数和比

例在主要高校中位居前列。

聚智聚力
推动智库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我们中国研究院从成立伊

始就提出聚焦原创性研究，解构

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复旦

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说。

作为依托大学和科研院所

的专业化智库，复旦中国研究院

2015年11月入选首批25家国家

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7 年

来，集研究、咨政、传播和培训为

一体，打好中国研究院、观察者

网、观视频“三位一体”组合拳，

搭建国内外传播战略平台。

复旦智库体系以“融”（融咨

政）、“数”（数据驱动）、“稳”（稳

健推进国际合作）为特点，围绕

基于有组织科研的自主知识体

系构建的探索，在咨政、启民、育

人等领域持续发力。

推进夯实“融咨政”。复旦

智库体系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

主动对接科学研究院、计算机科

学技术学院、化学系、上海医学

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等

各单位，形成复旦智库高质量发

展 新 机 制 和 重 要 决 策 咨 询 成

果。组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和“国家发展动力”等课题

组，开展前瞻性理论探究，并取

得初步成果。

着力强化数据驱动。依托

相关部门搭建“国家发展动力数

据库”，构建自有指数和算法体

系；搭建“复旦大学决策咨询信

息数据库”，切实推动智库管理

服务工作数字化转型。目前，复

旦智库研究的数据来源逐渐丰

富、研究方法逐渐拓展、跨学科

合作研究不断呈现新的亮点，决

策咨询呈现以“数”辅“咨”，以

“数”决“咨”的新态势。

稳健推进国际合作。首创

海外中国研究中心，推进中外学

术合作与交流；首创国际智库中

心，与 19 个国家、35 个智库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首创金砖国家大

学联盟和复旦-拉美大学联盟，

持续夯实“一带一路”教育国际

交流分会等联盟合作。在有关

部门支持下，持续办好中国大学

智库论坛、“一带一路”与全球治

理国际论坛、上海论坛、思想者

论坛等，建构中国话语，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思想。

十年来，复旦大学创新体制

机制，以管理办法为指引，以跨

界融合为抓手，以评价体系为导

向，以平台建设为载体，着力赋

能政产学研协同融合，充分释放

文科科研生产力。

承前启后，复旦大学将全面

落实“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

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

未来”的总体思路，为更好回答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交出“复旦答卷”，为更

好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

国之理提供“复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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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文科科研生产力

十年，人文社科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热烈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复旦大学以提升学术原创能力为主线，以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支撑，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要平台为
牵引，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建设学科布局优、学术根基牢、科研水平高、服务能力强、国际影响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建构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

■ 周振鹤先生
主编《中国行政区划
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