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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游泳锦标赛开赛

复旦大学第一届游泳锦标赛10月27日在江湾校区游泳馆开

赛。比赛分为教工组和学生组，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等多种泳

姿，并设置接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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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两支学生团队瞄准社

会需求，勇于创新，创业项目获

得挑战杯金奖。

《“芯”动未来——碳化硅功

率芯片在线监测开拓者》自主研

发出一款针对新能源汽车用碳

化硅功率芯片的阈值电压在线

监测系统，将显著提升新能源汽

车的安全性能。《引蛇出洞——

针对艾滋病的强效中和抗体筛

选技术及产业化》致力于骆驼科

动物纳米抗体及人源抗体高效

筛选，基于疫苗构建技术与抗体

分选过程中的条码标记技术，开

发出多款针对艾滋病、冠状病毒

及其它病毒的广谱性中和抗体。

我校组织学生团队积极备

赛第十四届挑战杯，保证以最佳

状态投入比赛。今年 3 月至 5

月，学校举办2024年“卓越杯”创

新创业大赛，为冲刺全国性综合

类创新创业大赛培种育苗，共

241 个学生科创项目报名参加。

参赛学生超1200人，参赛指导教

师近300人。

来源：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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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数据学院龚跃虎、林子

开、郑翔、金罗智杰、吴嘉骜五位

本科生组成的“光华寒冰”队，日

前获得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冰壶

人工智能挑战赛数字冰壶比赛

冠军。

此前，我校代表队三次参赛

均进入决赛，于2021年获得亚军，

于2022年、2023年均获得冠军。

在颁奖典礼上，队长龚跃虎

代表团队介绍了“光华寒冰”的

算法设计思路，并分享了对比赛

的建议与展望。

2024 年全国大学生冰壶人

工智能挑战赛吸引了来自复旦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厦门大

学、东华大学等30余所高校87个

团队报名参赛。

“光华寒冰”队成员尝试了

深度强化学习、决策树等多种主

流的人工智能算法框架，根据仿

真环境反复微调具体投壶动作，

最终使人工智能算法兼具攻防

能力，投壶动作序列前后相承，

形成全局性优势。

来源：大数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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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卿云”第五期港澳优

秀学生领导力训练营结业式 10

月22日下午举办。

该训练营是面向我校在读

港澳优秀学生开展的综合培养

项目，本期领导力训练营立足于

“学习”“实践”“感悟”“分享”“提

升”五个关键词，开展了专题讲

座、主题分享、国情考察、社会实

践等系列活动。学员们在集体

讲座中强化理论学习，在实践参

访中增强体会感悟，各项能力得

到了锻炼与提升。

来源：校党委学生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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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

刘大杰先生被誉为“20世纪

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其代

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一经问

世，便被视为“文学史研究领域内

具有系统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

部文学史样本，确定了中国文学

史著作的基本范式”。

复旦中文系拥有强大的古代

文学研究团队，自建系以来便有

“古代文学史”这一基础课程，历

代名家学者参与课程建设，延续

至今。这也是刘大杰人生中最后

的也是停靠最久的“驿站”——他

在中文系工作长达29年。

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
书写著作里程碑

“李白的一生是最平凡的，也

是最不平凡的……所谓最平凡

的，他一生没有做过一点正经事；

所谓最不平凡的，他是什么事也

做过，什么生活也尝过。那最平

凡的生活，使得他不能成为廊庙

之器；但是那最不平凡的生活，使

得他成为最伟大的诗人。”研讨会

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读了一段刘大

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写李白

的话。

文如其人。这平凡与不平

凡，也映射着刘大杰的人生。

“刘大杰先生是《中国文学

史》这门学科的同龄人。而他的

生命，也伴随着这门学科的持续

发展而得以不朽。”北京大学中文

系副系主任、教授程苏东说。

1933年起，刘大杰两度在复

旦中文系任教。曾任文学教研组

主任、中文系代主任，是复旦中国

古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

者。

任职期间，他把主要精力集

中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上，《中国文学发展史》是研治文

学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30年代

后期40年代初期，他编写出《中国

文学发展史》。其后三度修订，整

个历程长达近半个世纪。相比于

后世以团队为形式编撰的文学史

书籍，《中国文学发展史》由他一

人所写，全书行文统一流畅、富有

文采。在上世纪60年代，该书被

教育部认定为高等文科教材。

1904年，首部由国人撰写的

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问世，

到20世纪前期，文学史通史性质

的书出版了80余部，为何是这套

书确立了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本

范式？

复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认为

有三个原因：理论特色、时代立

场、个性化特征，“这套书站在‘五

四’新文化的立场上，对中国古代

文学进行新的总结。”

“它是刘先生最受认可的著

作之一。在我读书时，便用它作

教材。1993年，我开始在复旦任

教，也用这个教材。”图书馆馆长、

中文系教授陈引驰介绍，这套书

篇幅大、内容丰富，既有法国朗

宋、丹纳等人思想的影响，又延续

了刘大杰对胡适、王国维、梁启超

的研究，可谓是中西结合的结晶。

刘先生的一生，始于文学创

作，继而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与

介绍，终则潜心中国文学史的教

研工作、创作活动。1983年，他辞

世六年后，教育部重印《中国文学

发展史》并作为全国高等学院文

科教材，至今依旧润泽广大学人。

薪火相传：
古代文学教研的发展与创新

复旦中文系是“中国古代文

学史”教学和研究的重镇，早期耆

旧中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的古

代文学史研究有丰硕成果。

薪火相传，1949年后，除《中

国文学发展史》外，复旦中文在

“古代文学史”学科教材上建树颇

多。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

学作品选》是文学史教学最重要

的专业读本，郭绍虞、王运熙、顾

易生先生主持的《中国历代文论

选》和多种“中国文学批评史”教

材，是“文学史”课程的重要辅助

著作。

20世纪末，中文系教授章培

恒与骆玉明合作主编《中国文学

史》（三卷本）被誉为“石破天惊”

之作。其后，二人又在此基础上，

修订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新著》，

不仅在教材界取得影响，而且在

学术界产生反响，还被译为日

文。骆玉明单独撰写的《简明中

国文学史》被翻译成英文、由欧洲

重要学术出版机构印行，为国人

文学史著作中的第一部。

要编写一部系统的文学史，

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的根

本价值何在？推动文学发展的核

心因素是什么？五四时期与“白

话文学”的口号相对应提出了“人

的文学”的口号。这种对人性的

关注在刘大杰的著作中初见端

倪，也在《中国文学史》及其后的

著作中体现。

“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

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

……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

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地显示

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

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

源”，章培恒先生在增订本序中如

是说。

探索中国古代文学史
经典课程新思路

“教材与教学并非亦步亦趋，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如何使用

教材，又能适当脱离教材加入当

代新成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复旦中文系主任、教授朱刚说：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

目的之一。”

“中国文学史”是中文学科上

最主干、最具代表性的课程，授课

量也最大。课程坚持开设平行

班，每一学期基本开设二至三个

班级，同时也组织有利于互动的

小班化教学。

按《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

“唐代以前”“唐宋时期”“元明清”

的三阶段划分，复旦中文系把“中

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分三学期授

课，加上现当代部分，至少需要五

个学期（虽然学生常常会同时修

习古代部分与现当代部分）。这

种划分方式，与复旦中文学科对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宏观判断息

息相关，背后含“唐宋变革论”等

学术资源支撑，也蕴藏着较高的

学术含量。

自2002年开始，由复旦中文

系原系主任陈思和主导，整个古

代文学研究团队开始以“文学史

概论+经典原著精读”形式，在上、

中、下三学期的《古代文学史》，开

设《原典精读》与之相互配合。“到

2022年，全系已有十几门这样的

经典细读”，陈引驰说。

经过代代中文人的集体传承

与努力，2023 年《中国古代文学

史》课程入选第二批国家级一流

本科课程线下一流课程。而对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建设仍在

持续推进，走在不断探索的道路

上。

本报记者赵天润
实习记者方东妮

滋养学子80余载，这套教材依然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