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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1ㄌ蘁 尟顂全 ㄕ 儬兕德籠簚 媭凗儬 ㄖ 嚟凘囕

垁錗 

2021 年 12 月，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主编的《胡适与中国

新文化：史事与诠释》（全二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书是纪念胡适诞辰 125 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汇集了数

十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的40余篇文章。本书主要围绕胡适思想研究、

胡适与新文学运动研究、胡适哲学思想研究、胡适与新教育研究、

胡适的人际关系研究等五个议题展开，通过对胡适及其思想成就

的个案探讨，全方位地展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成就和广泛

的社会交往。 

（供稿：历史学系） 

2ㄌ缜検櫟儵 China and Africa in Global Context Encounters, 

Policy, Cooperation and Migration 垁錗  

近期，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李安山的学术专著 China and Africa in Global Context：

Encounters, Policy, Cooperation and Migration 由 Routledge 出版。

本书通过回顾中国与非洲的历史渊源与互动现状探讨中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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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中国在非洲的参与”这一议题提供了

重要参照与借鉴。本书所呈现的研究观点和现实案例研究可以为

国际问题和地区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参考，同时可为中非关系、

中国崛起和非洲发展等研究提供知识支撑。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3ㄌ 捗儵 ㄕ搁櫟搁袳 兕德墧墘楟裥ㄖ垁錗 

1 月，法学院助理教授阎天的独著专著《如山如河：中国劳动

宪法》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劳动宪法饱含着中国人民对于美

好生活的憧憬，作者把理论与现实打通，揭示基础规定在现实生

活中的作用。本书以历史为经线、规范为纬线，展示宪法与劳动

在中国大地互动互构的壮阔图景，探讨宪法在平等就业、民主管

理、按劳分配、劳动纪律和破产保护诸方面的意涵和演进，凝练

“中国劳动宪法”的主题，在宪法学与劳动法学之间建立新的连

结。 

（供稿：法学院） 

4ㄌ垬 儵 ㄕ敔璂ㄌ 儬 垾 慃凚姆灕 髦鶐🈨ㄖ垁錗 

政府管理学院刘霖老师的专著《威慑、胁迫与谈判：基于博

弈论的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从博弈

论的视角来研究威慑、胁迫和谈判问题的学术著作。社会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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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协调与合作，又有矛盾和冲突。为了维护或增进自身利益，

个体经常采取威慑和胁迫这两种战略。本书在研究不确定情形下

的胁迫问题时发现，著名的“边缘政策”违背理性共识，无效而

危险。许多矛盾往往通过谈判达成妥协，而谈判可以视为一种相

互胁迫。从纳什谈判到轮流出价的谈判，从外生威胁到可变威胁，

从可承诺威胁到不可承诺威胁，本书以博弈论为工具，对威慑和

胁迫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得出了一系列明确的结论。本书还通

过博弈实验探讨了现实世界中博弈的复杂性。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5ㄌㄕ奊捓媭棘ㄖ 2 22 觗褸媭儬觗儥允 ⼌ 鶐🈨儵媴

垁錗 

3 月，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北大史学》（第 22 辑）“海

洋史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辑为历史学系“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区的

历史和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其中收录学术论文

14 篇，重点围绕海洋史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历史进行研究，

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度、东非等国家和地区，研究内容涉及海

塘建设、贸易形态、国际关系、海洋开发、环境生态等多个方面，

全面地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人文政经的交流传播历史。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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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ㄌ簚 分儾鶐🈨 瘃羑 簚 宔粌謟 漜潿劮ｔ 鶐

盳嬳 

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委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编

写的“文化市场服务质量提升研究”课题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全

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年度优秀调研报告”。该课题提出了一套文化市

场服务质量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包含依法依约、安全底线、设施

设备、服务人员、服务环境、服务品牌、服务过程、服务评价、

服务改进等 9 个一级指标以及与之对应的细化的 23 个二级指标。

该课题以“十四五”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内需核心

命题为出发点，以系统提升文化市场服务质量为目标，切实地为

我国文化市场向更高质量发展，文化与旅游市场向更深度融合，

助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为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供稿：艺术学院） 

7ㄌ鈦 全睺 鮖嚚 德楼篏缞擙孃劲 噱牍ㄌ狍肈籞ㄌ

垪椋嚵凚箩裀棘 秘 嫏妾 

2 月 14 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公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入选名单》（国教材办函

〔2022〕1 号），全国共有 8 所高校 11 个团队入选。政府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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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燕继荣教授主持项目《分论—政治学》入选该名单。本项目编

写团队核心成员包含政府管理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的 9 名教师。该项目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

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引，通过全面梳理和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和

列宁关于“政治”的重要论述，系统性地呈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

本原理、理论内涵和逻辑线索，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8ㄌ炃镉検德楼龋ｱ慃 捓 鮖 ⺎⽶簚 媭 劮ｔ 

1 月，外国语学院张玉安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东方文化史”结项并被评为 “优秀”等级。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一

部五卷本的东方文化史：第一卷《东方文化史•先觉与早熟》，第

二卷《东方文化史•恢宏与灿烂》，第三卷《东方文化史•衰落与嬗

变》，第四卷《东方文化史•觉醒与转型》，第五卷《东方文化史•

崛起与复兴》。该成果以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各

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阐述从公元前 30 世纪到公元 21

世纪约五千年的东方文化发展史。该课题发表相关专著 36 部，译

著 12 部；论文 165 篇。课题成果一方面推动了我国东方学学科的

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研究。 



奊 捓 簚 ｱ 盳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6 

（供稿：外国语学院） 

槓 纥 褙 娐  

9ㄌ簚鶐 碕垁 婾⻓簚純 媛棘髦 垪 恊婳ﾒ蠏

媛儬簚純 垪 澁 

自 2016 年建院以来，文研院就将“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作

为凝聚议题之一，从源头处追踪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构型，在

比较的视野中理解文明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围绕一批重大考古发

现，以及背后所牵涉的“文明”构造问题，文研院组织了“最中

国：陶寺与二里头”、“良渚与石峁”、“对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

等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活动。2022 年春季学期，文研院组织推出“发

现文明：考古学的视野”系列论坛和“秦汉考古与文明”系列讲

座。“发现文明”系列论坛首讲“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于 3

月 16 日举行，线上线下共有近八百人参与活动，后续还将继续围

绕良渚、三星堆、河姆渡、周原、霸陵等极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

或文化类型举行，展现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

与此同时，文研院邀访学者，秦汉考古名家焦南峰研究员、梁云

教授到访北京大学，文研院与考古文博学院、出土文献与古代文

明研究所共同策划，于 4 月 1 日起推出“秦汉考古与文明”系列

讲座，系列讲座共八讲，将系统呈现秦汉文明的伟大成就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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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供稿：文研院） 

10ㄌ 覝媭棘嫏楼 垪 澁公  

3 月，经济学院主办的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举行。两场讲座

分别邀请著名经济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和经济

学院讲席教授叶坦担任主讲人。李伯重以“经济学·历史学·经

济史学——经济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为题，介绍了经济史学

的研究范式、话语体系与研究方法，经济史学与经济学、历史学

的学理关联关系，并在剖析计量经济史学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指

明了经济史学的改进之路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的前进方向。叶坦则

以“经济史·思想史·研究创新”为题，辨析了经济史学中经济

史和经济思想史两个独立学科的学理关联，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

是中国独有的优势学科，并以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为关切，探讨

了经济史学的研究创新及其发展走向。 

（供稿：经济学院） 

11ㄌ2 68 绔 奊刎捓棘龋劲裥 恊 垪 澁 公  

2 月 28 日，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举办第 68

期“北京大学社会法论坛系列讲座”，北京大学法学院陈一峰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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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主讲“国际劳工保护的历史与未来”，以国际劳工组织与国际劳

工法的发展为脉络，分“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工标准的发展”、“劳

工标准的扩散和跨国主义的兴起”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

三个单元，向学生展现了不同视角、不同分析方式下的国际劳工

保护问题。“北京大学社会法论坛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劳动法与

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叶静漪教授主持，是 2022 年春季学期法学

院研究生课程“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专题”的组成部分。 

（供稿：法学院） 

12ㄌ兕 嚵 籠碎 嚱 鶐 劲緾儥觗嚨盳婾 50 孞漜 爍

恊公  

2 月 24 日，为纪念《上海公报》发表 50 周年，北京大学中

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举办中美关系新接

触共识研讨会暨上海公报发表 50 周年纪念论坛。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

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史

蒂夫·欧伦斯及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等十余位中美专家、

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方式展开对话，共同探讨中美经贸、科技、

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新动向。 

（供稿：中外人文交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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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ㄌ奊刎湡龋ｱ慃 迧 鮖 纊匀儬 噤媛 簚 鶐🈨 灆

劲公  

1 月 9 日，中文系李简教授承担的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曲体与金元古都文化研究”开题论证会举行。中国古代曲体文

艺的诞生和发展与金元古都文化密切相关。本课题系统深入地研

究古代曲体文艺与金元古都的关系，对加强中国古代曲体文学研

究与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本项

目的学术价值与文化研究意义，同时针对挖掘金元文史文献、汇

编资料集，兼顾曲体文学文本与表演伎艺，探究金元曲体文艺的

作者、表演者与接受者之间关系，发掘其对金元古都文化娱乐、

城市风貌、民族融合的积极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 

（供稿：中文系） 

14ㄌ德楼龋ｱ慃 捓儵 捙漛褸允 ⼌ 胅肛簚钘篹

闼儬鶐🈨 灆 劲公  

1 月 15 日，外国语学院吴杰伟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

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会举行。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暨南大学、

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师范大学、中山

大学、广东省科学院等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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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参加了此次开题会。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研究员、

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王周谊和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教授分别致

辞。课题组首席专家吴杰伟教授从研究问题、研究对象、预期成

果、研究框架、研究创新点、研究难点、研究基础七个方面汇报

项目的总体情况。七位评议专家高度肯定了课题的研究意义和可

操作性，并提出了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供稿：外国语学院） 

15ㄌ德楼龋ｱ慃 捓 鮖 意挼 捁 ｪ螹德匌篏簚钘 髦

婾硷ㄌ篹闼儬鶐🈨 灆 劲公  

3 月 4 日，哲学系王颂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域

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开题会召开。哲

学系系主任仰海峰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王颂教授以及子课题负

责人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

授分别进行了报告。特邀专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袁莎副院长、中

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郑筱筠研究员、魏道儒研究员、南京大学洪

修平教授、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等十几位专家进行了评议。仰海

峰教授表示，今年恰逢哲学系 110 周年系庆，又是北京大学宗教

学专业招生 40 周年，这一重大项目的成功立项对北京大学宗教学

学科建设具有特殊意义。与会专家认为：域外藏民国佛教文献不

但数量多、语料丰富，学术价值也很高，能弥补国内现有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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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推动宗教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

研究；希望项目能建立一种研究范式，拓展运用于对其它宗教的

研究；在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希望项目能对形成中国学术话语权

发挥积极作用。 

（供稿：哲学系） 

槓 鼦 炆  

16ㄌ 兕妵簚純德楼簚鍚慃徇潙 媛漜剞棘 嫈楈 楒 礏

錠剨灠公  

3 月 10 日，“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考古年代学联合实

验室”揭牌仪式暨座谈会举行。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

新潮，考古司司长闫亚林，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北京大学校长

郝平、副校长王博、孙庆伟出席并参加座谈。“中华文明国家文物

基因库”“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是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不懈

努力的成果。2020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决定充分发挥双方各自优势，推进考古标准技术规范，

构建考古科技新手段、新工具、新方法研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

基因库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考古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华文

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和“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对考古学科和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努力推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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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建设的重要一步。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17ㄌ篏 鮦嚵媵檅缺聙 鶐媛 鶐🈨受盲埆顎宔媛擙劲渺匍 

2 月 24 日，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社科司司长徐青森、高

等教育司一级巡视员宋毅、社科司副司长谭方正及相关部门领导

一行来北京大学调研古籍研究保护利用和古委会工作。校长郝平、

副校长王博、安平秋教授以及财务部、社科部、图书馆、中文系、

古委会秘书处等相关部门参加调研座谈。会上，对古委会秘书处

进行了人事调整，郝平任古委会主任，王博任常务副主任，卢伟

任秘书长。2 月 28 日，郝平校长、王博副校长到古委会秘书处调

研古籍相关工作，传达上级领导指示精神，部署工作任务。 

（供稿：社会科学部） 

18ㄌ兕嚱嚈媭嚈瀽棘ｱ瀽 澁 劲公  

3 月 21 日，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座谈会在临湖轩

举行，讨论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事宜。北京大学

副校长王博主持会议，校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会。其中，校

外专家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校内专家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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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等单位。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就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人才

培养、课程设置、队伍建设、机构建设、学科设置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王博副校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

涉及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知识体系、平台建设等多方面，背后

一切都要靠“人”来支撑；建议主要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中

共党史党建学科，但也要保持其相对独立性；马克思主义学科群

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应当统筹协调发展，实现“合中之分”。 

（供稿：社会科学部） 

19ㄌ垁錗棘ｱ瀽 澁 劲公  

3 月 28 日，北京大学出版学科建设座谈会在临湖轩举行，讨

论北京大学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事宜。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

会议，校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会。校外专家来自中宣部、中

国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咪咕

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百度集团、腾讯旗下阅文集团、北京印刷学

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印刷博物馆

等单位；校内专家来自信息管理系、王选计算机研究所、新闻与

传播学院、出版社等单位。信息管理系党委书记、系主任张久珍

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北京大学依托信息管理系建设出版学科的思路。

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就出版学科建设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机构

建设、“政产学研”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王博表示，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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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中宣部、兄弟院校、业内专家、行业领

军企业的鼎力支持，学校将积极统筹调动各方力量与资源，发挥

北京大学学科齐全的综合性优势，形成建设出版学科的合力，共

同推进北京大学“新文科”建设，助力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 

（供稿：信息管理系） 

20ㄌ 棘楈 楒瀽 婾檬鶐 劲公  

3 月 11 日，社科部组织召开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发展建设

研讨会，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所、中国音乐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王选

计算机研究所、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

学系的专家学者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研讨。与会专家结合

自身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及所在研究机构的建设情况，针对

语言学实验室的发展建设进行了讨论，肯定了语言学实验室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和作为人才平台及国际交流平台的积极作用，提出

了建设公共性平台、理顺体制机制、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推动学

科交叉、建立机构间的合作、增加研究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等建

议。 

（供稿：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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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ㄌ籠 儬劺穾棘 棘ｱ瀽 箠 婾檬鶐 劲公  

2 月 9 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学科建设改革发展研

讨会。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所长胡正荣、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百精、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

院院长隋岩、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新强出席会议。王

博副校长指出，北京大学正在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学科建设改

革工作，面对新形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要抓住难得的发

展机遇，立足“四个面向”，推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再上

新台阶。陈刚汇报了目前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

以及未来发展的初步设想，专家们围绕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科改

革发展进行了交流讨论。 

（供稿：新闻传播学院） 

22ㄌ忲 嚹鶐🈨兕熷 篏 德埉宔妓意鶐🈨兕熷挚肛 

近期，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获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

心备案。该中心挂靠历史学系，联合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等单位相关科研力量，旨在促进跨院系、跨学科的交叉合作，对

土耳其相关历史、文化、政治、经贸、区域安全及国际关系等问

题进行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尤其关注土耳其涉我相关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土耳其研究中心在科研和咨政方面成果丰富，先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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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要国家和区域研究”专项、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等课题立项；提

交的 2 篇基础性学术咨政报告被国家多个部委采纳，并得到重要

批示；在中国与土耳其建交 50 周年之际，中心成功举办全国博士

生学术论坛“土耳其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此外，中心主任、

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昝涛获评 2021 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供稿：历史学系） 

箤 榳 +卿 篎 剽  

23ㄌ奊刎捓棘 檗篳梿刨簚匍寢檬灆檬 

3 月 17 日，北京大学首届数字人文作品展开幕式在北京大学

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韩启

德院士，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

誉院长袁明教授，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北京字节跳动副总

裁李涛等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强世功

主持。王博代表北京大学致辞，他表示，首届数字人文作品展预

示着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新纪元，学校把 2022 年确定为“数字与

人文”年，旨在倡导一种新的教育学术方式。开幕仪式后，数字

人文研讨会举行，由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艺术学院教授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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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孙茂松，北京大学智能学院院长朱松纯，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杜

晓勤，智能学院教授袁晓如，以及信息管理系王军教授分别以“北

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计算艺术史探索”、“更上层楼：人工智能助

力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助力北京大学新文科建设”、“中国古典

诗歌声律分析系统及其应用举隅”、“数字人文中的可视化”、“作

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数字人文”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本次展览由

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和智能学院可视化与

可视分析实验室承办，艺术学院、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人工智

能研究院和信息管理系协办，字节跳动公益给予大力支持。 

（供稿：社会科学部） 

鼦 鰽 ！ 锐  

1、3 月下旬，2022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艺术学项目和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陆续完成，北京大学教师共

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170 项，艺术学重大项目 3 项、年度

项目 10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00 项、高校辅导

员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2 项。 

2、2021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国家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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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研究》两种期刊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立新刊。近期，

北京大学还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学研究》《民族与

族群研究》等刊物已经向教育部、中宣部递交申报新刊的材料。 

3、1 月 12 日，北京大学发文成立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大学

体教融合研究院，挂靠体育教研部，负责人钱俊伟。 

4、1 月，社科部组织召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专家评审会，

评审兼职研究员，审议机构重大事项变更。 

5、1-3 月，社科部组织 2021 年度虚体机构年检及各类型研

究基地调查，机构系统填报审核、院系召开机构交流会正在有序

进行。 

6、3 月 10 日，教育部办公厅组织召开 2022 年全国语言文字

工作视频会议，王博副校长参会。 

（供稿：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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