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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1ㄌ 矊蠲 簚 瘃橮掜 

4 月 1 日，中国翻译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举行

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表彰活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资深翻译家赵振江荣膺代表我国翻译界最高荣誉的“翻译文化终

身成就奖”。此前，北京大学季羡林、许渊冲、仲跻昆都曾获得过

该奖项。赵振江教授长期致力于西班牙语国家文学翻译，为广大

中国读者打开了触摸伊比利亚文学的大门，在当代作家、诗人、

文学研究者、普通读者中享有崇高声望。他提出了“诗歌翻译是

二度创作”的观点，指出外译中时应基本遵循中国诗歌规范，汉

译外时应基本遵循外国诗歌的规范，强调“好的译者对原诗有透

彻的理解，然后又能用自己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地转述原诗

内容，并关照原诗的风格与神韵”。“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设立

于 2006 年，授予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作出杰出

贡献，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是中国翻译协

会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 

（供稿：外国语学院） 

2ㄌ缜 匍ㄕ兕德⽶绱蚅 ㄖ 2凤檗牍壉娮垯掜ㄍ 

近期，中文系李零教授著作《中国方术正考》荣获第五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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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原创奖。方术是《汉书·艺文志》六类中数术和方技的统称。

李零教授的研究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精义纷呈，具有拓荒

意义。全书从众多的考古资料中爬梳出中国早期的数术和方技的

记载，并做了分门别类的列举，对了解和认识中国早期方术有开

拓之功。思勉原创奖是为纪念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

鼓励当代文史哲学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产出国内一流、国际

影响的原创性学术精品力作，进一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繁荣发展，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设立。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3ㄌ 瀽𬶋德楼龋ｱ慃 鮖 ⺎奊凬媛剞 庪劺穾髦⽫绱

槒 劮ｔ  

4 月，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

北亚古代铁器传播的技术观察”获优秀结项。该项目完成了东北

地区在内的中国早期铁器和冶铁遗址的调查、采样和检测分析研

究。完成黑龙江金上京遗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遗址、沈阳西

扎哈气冶铁遗址、山东章丘东平陵故城冶铁遗址、河南鲁山望城

岗遗址和河南西平酒店遗址等出土铁器、冶铁遗物和冶铁炉的检

测分析；完成韩国忠州地区冶铁炉渣的检测分析工作。2017-2021

年，按计划分别在陕西周原、湖南桂阳和福建泉州开展四次炒钢

和块炼铁冶炼实验考古研究；根据考古发掘、模拟实验所获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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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铁器的检测分析，初步建立了炒钢和块炼渗碳钢的判定标准。

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铁器考古资料进行了系统

性整理与研究，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东北亚各地区铁器和冶铁技术

之间的年代序列，初步提出东北亚地区古代钢铁技术发展与传播

模式。本项目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多位韩国

学者与研究团队建立起合作关系，为共同推动东北亚地区冶金考

古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4ㄌ 堃德楼龋ｱ慃 鮖 螹裥嚼 綧儧捚撒 分埛鶐

🈨 劮ｔ  

4 月，法学院贺剑老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法典

编纂背景下夫妻财产制研究”获得优秀结项。项目最终成果为“夫

妻财产法的精神——以民法典编纂为背景”（论文集），主要论述

了在中国法律和社会背景下，夫妻财产法应坚守何种价值判断，

又应当选取何种法律技术实现该价值判断，以及，前述价值判断

和法律技术将如何塑造具体的法律制度。作为项目最终成果的论

文集《夫妻财产法的精神》一书恪守“形散神不散”的原则，旨

在经由系列论文，提出一套融贯的分析框架，用以证成、解释或

者重构几乎所有的夫妻财产法规则。全书分为两编，共计十章。

绝大部分章节此前已经发表，其中，有四章所对应的论文都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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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全文转载；部分章节如《婚姻法

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夫妻财产法的精神》等，已经或正在成为

婚姻法领域的经典论文。部分论文提出的原创观点，如夫妻共同

债务应解释为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举债方夫妻个人财产”为限

的有限连带债务，法定财产制原则上仅发生债权效力而非物权效

力等，日益为学界和实务界所接受。 

（供稿：法学院） 

5ㄌ孞瀽裼德楼龋ｱ慃 鮖 糖续⺎凬嫍簚冦 樏妵 覝

翿鶐🈨 埆  

3 月，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对华经济调查研究”顺利结项，结项等级为

“良好”。研究团队对该项目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研究，翻译了两部

译著（70 万字），完成了 18 万余字的研究报告。项目开展期间，

团队定期组织国内外专家的交流讨论，扩大了该研究的国际影响

力。团队出版的译著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颖可靠的

数据和文献资料。受国家图书馆邀请，团队对珍稀影印资料的使

用进行了分享普及，形成了较为积极的社会影响。 

（供稿：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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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褙 娐  

6ㄌ镋 德楼龋ｱ慃 捓 鮖 龋劲叡顎匀 髦裥煏受

缁埛鶐🈨 灆 劲公  

3 月 19 日，由法学院王锡锌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开题研讨会举

行。研讨会围绕课题的目标任务、整体框架、研究思路和责任分

工等展开了广泛的论证探讨。本课题致力于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与社会信用体系对应法治体系所包含的关键

制度与机制内涵，力求梳理并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理论界

和实务界最为关注的困难问题，从而有力地支持以国家层面社会

信用立法工作为引领的信用法治建设。与会领导及专家高度评价

了课题的研究价值，提出应当充分结合实践经验素材与社会现实

需求，将社会信用法治建设和治理创新的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

力争提炼出社会信用建设法治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社会科

学部、法学院领导致欢迎辞，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国家信用信息

中心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发言，来自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上海市司法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湘潭大学、浙江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的多位专

家学者参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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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法学院） 

7ㄌ橇厼罇兕德篏 棘劲篏 ｱ鶐 迧 垤 灆 劲公  

4 月 16 日，教育学院学习科学实验室执行主任尚俊杰教授承

担的中国教育学会 2021 年度教育科研重点规划课题“以计算思维

培养为核心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开题会举行。开题汇报环节，

由课题组成员肖海明从研究背景、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述评、研

究目标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计划、预期成果与成员分工、

已有研究基础、研究保障与其他，七个方面全面汇报了课题开题

报告。专家们一致认为，本课题组在前期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

一步深入研究以计算思维培养为核心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对

于回应当前人工智能教育的目标，发展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较强

的实践价值。 

（供稿：教育学院） 

8ㄌ 奊捓簚ｱ垯籠 恊 2彾 公  

4 月 28 日下午，“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四讲举行。本次讲坛

的讨论主题为“城乡之际与家国之间——城镇化的社会学”，主讲

人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评议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刘守英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社会科学部副

部长章永乐教授主持。周飞舟就“流动人口市民化，就地就近城



奊 捓 簚 ｱ 盳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7 

镇化”的新型人口城镇化阶段，讨论了当代人口城镇化的问题。

他提出，流动人口“落地”障碍背后的潜在原因在于农村土地制

度，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是发展的动力和稳

定的基石。家庭本位的“心态”使得中国人口流动具有单人灵活

性的特点，使得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随

后，周飞舟尝试从家国之间的视角阐释中国流动人口的城乡关系，

指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是连接家国之间的独特城乡制度体系。最

后，周飞舟以“在层级分流中‘沉淀’和‘回流’”阐释流动人口

的生命历程。他指出，城镇化应超越城乡对立，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城市性”（urbanism），实现“乡土伦理” 在城市中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供稿：社会科学部） 

9ㄌ兕挼刨簚刁覍鶐🈨慃怆嚱嫍全墋 奊刎捓棘兕挼刨簚刁覍

恊緾梺梶棘 棘绱簚 棐  

4 月 25 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汉语国际推广

工作办公室、融媒体中心海外传播办公室共同举办“北京大学中

外人文交流论坛暨孔子学院学术文化季”开幕式。北京大学副校

长王博、埃及开罗大学副校长贾迈勒（Gamal Elshazly）、西班牙

格拉纳达大学副校长多萝西•凯利（Dorothy Kelly）、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副校长马尔科姆•巴特勒（Malcolm Butler）、以色列希伯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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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副校长蒙娜•库里•卡斯勃利（Mona Khoury Kassbari）、日本早

稻田大学副校长渡边义浩、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校长帕斯夸莱•马默

（Pasquale Mammone）以及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赵灵

山致开幕辞。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法国原教育部汉语教学总

督察白乐桑（Joel Bellassen）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由中外人文交

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主持。本届论坛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

为主题，为期两个月，共设六场分论坛，话题涵盖历史、国际教

育、跨文化实践、艺术交流、近代中国与知名大学等。 

（供稿：中外人文交流基地） 

10ㄌ籠 劺穾棘 公墋 篳梿ㄌ刨簚儬劺穾 漜潿 垪 澁 

3-4 月，新闻传播学院举办“数字、人文与传播”年度系列学

术讲座。该系列讲座聚焦数字与人文视野下的新闻传播学前沿问

题，关注新闻传播领域的全球性话题，充分体现学科交叉融合的

理念。目前已有 9位青年学者参与本次系列讲座，交流内容涉及：

社交媒体大数据驱动的健康传播研究——以新冠疫情为讨论基点；

互联网分裂？——网络空间治论创新；网上商议：挑战与机会；

公共健康危机中的信息寻求与分享及社会规范、智能时代信息传

播中的算法决策和算法偏见；深耕：一个中国手机公司在加纳的

科技转译、施拉姆访问中国大陆 40 周年再思考、智媒时代修辞

在传播研究中的角色与功能、从“正剧萌化”现象说开去；数字

时代的“观看”与视听文化等多个方面。这一系列活动是新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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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学院落实学校“数字与人文”年的重要举措。 

（供稿：新闻传播学院） 

11ㄌ簚鶐 公墋 蠲櫟 ⒜⒜刨簚 綧髦瀽罩儬劺皽 垪

澁 

人文风景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山水胜地到都市和寺庙建筑

等等，无不包括在内。近年来，伴随着考古学、金石学、物质文

化史、视觉艺术史和地理景观学的深入发展，文学、史学和宗教

学等学科也相应地拓展了关注视野。2022 年 4 月，文研院发起“江

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系列讲座，邀请海内外文史

领域的学者深入开掘这一主题。4 月 15 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

亚语言与文化系商伟教授主讲系列首场讲座“唐诗与胜迹书写”，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杜晓勤、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中国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参与讨论，讲座通过网络平台直播，

近五千人在线收看。 

（供稿：人文社科研究院） 

12ㄌ箩潬 闼棘 公墋箩 恊 垪 澁 

4 月，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的政管论坛系列讲座举行。两场讲座

分别邀请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长聘教授何增科以及政府管理学

院教授薛领担任主讲人。何增科以“制度化反腐败：未来十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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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反腐败的思考”为题，围绕四个问题对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进

行了讲解。四个问题分别是：中国目前的反腐败形势如何？未来

十年中国反腐败的目标是什么？实现目标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薛领以“计算实验：大都市医疗资源

配置与布局研究”为题，从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实入手，

对学术界目前在医疗资源研究方面的两种观点“过度集中论”和

“供给不足论”进行了总结，介绍了计算实验作为社会科学新方

法的有关内容。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13ㄌ 覝棘 公墋 德 垚全 恊  

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建院（系）110 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

3月 15 日—17 日，经济学院邀请经济学顶尖学术期刊《经济研究

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主编、挪威奥斯陆大学

经济系教授 Bård Harstad 作为“国际顶刊主编讲坛”主讲人，开设

主题为“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讲座。 “国

际顶刊主编讲坛”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标志性学术活动，

自 2019 年举办以来，已经邀请到多位全球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

来院交流并开设讲座，获得广泛关注。 

（供稿：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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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ㄌ 罩瀽刨渺綶 儬刨簚龋ｱ刁覍髦胇胵 恊公  

3 月 25 日下午，由社会科学部支持，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组织召开的“2022 年度数字与人文纵横谈”论坛第一场——“构

建人工智能与人文社科交流的桥梁”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

出席此次论坛并致开幕辞，智能学院院长朱松纯教授作主旨报告，

哲学系韩水法教授、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魏文胜

教授参与圆桌讨论。朱松纯的主旨报告分别从“从物到人、历史

趋势、范式转换、认知架构、AI 与新人文、数字人文”为大家解

读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他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六大关键

研究领域：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统计与机器学习、计算认知

与常识推理、机器人学、多智能体，经过 30 年分治时期的发展，

正在高度融合、走向统一，寻求一个统一的人工智能的理论框架，

实现人工智能从感知层到认知层的转变，从以解决单一任务为主

的“弱人工智能”向能解决大量任务，甚至自主定义任务、具有

社会认同价值的“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转变，实现

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为主观的“心”建模。由此，他进一步

讨论了人工智能的中国机遇，以及人工智能与人文社科交叉的必

要性。 

（供稿：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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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ㄌ奊刎捓棘2妤嚥檗媭棘 恊公  

4 月 16-17 日，由历史学系主办的北京大学第十八届史学论坛

举行。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青年学者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论坛。历史学系何晋教授、苗润

博研究员分别致辞，李隆国副教授做了题为《加洛林帝王之名：

艾因哈德所著<查理大帝传>札记一则》的主题讲座。本次史学论

坛根据专业、时段、文章主题等划分为八个分论坛，自 2003 年创

办至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已成功举办 17 届，逐步成为全国高校

与研究机构优秀青年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 

（供稿：历史学系） 

16ㄌ奊刎捓棘嚨嚱裀闼鶐🈨癓 漟婧儬 2022 漜德 嚨嚱

闼鶐🈨劲漜劲 

4 月 19-22 日，2022 年国际公共管理研究会（IRSPM）年会在

线上举办，本次年会以“面向未来：发展社会-政治-行政关系和

行政体制的未来（Facing the future: Evolving social-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s）”为

主题，来自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学者参与了盛会。

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支持的政府环境治理研究团队积极组

织并参与此次年会，担任会议分会主席，并在大会中发言。此外，

研究团队也专门组织了“亚洲区线上社交活动（Social activ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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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分会。大会由分会共同主席、研究所研究员杨文辉助理教

授主持，杨立华教授致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韩国、

美国等多所大学的诸位学者就环境公共安全、新冠疫情防控等议

题进行了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深入交流。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槓 鼦 炆  

17ㄌ奊刎捓棘德楼検嚟棘棘ｱ瀽 鶐 劲緾奊刎捓棘德 嚵

棘 德楼検嚟棘 瘃𬶋捓劲瘃墍公墋 

4 月 23 日，北京大学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暨国际关系

学院国家安全学系成立大会成功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北京大

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

出席大会开幕式。此次会议由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国内 20 余

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方

式参会，与会者围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定位与使命展

开深入交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于当天正式成

立。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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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ㄌ 棘楈 楒楈匀 儵 劲媤灆 

4 月 12 日北京大学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语言学实验室实体化问

题，校领导郝平、王博、张平文及来自社科部、学科办、科研部、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房产部、人事部、研究生院、财务部等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会，会议决定语言学实验室作为首批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按照《北京大学实体研究机构管理办法（试

行）》，由学科建设办公室和社会科学部启动语言学实验室的实体

化申请论证工作。 

（供稿：社会科学部） 

19ㄌ媛擙劲 楈ㄕ嚵凚碕 籠糬剞媛 渺匍髦珽 ㄖ澁 劲媤灆 

4 月 21 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采取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大学召开古委会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

古籍工作的意见》座谈会。北京大学校长、古委会主任郝平，古

委会荣誉主任、古籍小组副组长、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中宣部

出版局副局长、古籍办副主任杨芳，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谭

方正，古委会项目评审组、人才培养组成员以及古委会直接联系

的 26 家教学科研机构现任负责人共同参会。《意见》是新时代古

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必将深入推动我国古籍事业协调共进、全

面发展，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确定了全国古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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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体系范围，古委会将负责统筹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和保护利用，

推动新时代高校古籍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古委会将持

续抓好高校古籍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推进古籍文献整理研究；

推进高校古籍学科专业建设，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为推动全国

古籍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完善古籍整理研究专业机构建设，建设

高质量古籍工作队伍，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加快高校古籍资源

转化利用，推进高校古籍数字化工作，提高全国高校古籍保护水

平。 

（供稿：社会科学部） 

20ㄌ 媛簚姆棘 嫈匍婾硷髦彾渫🅎惶鬫襐 怚ㄌ彾渫漲蠏儤

紱慖 怚鿪龏妓嚚 2021 漜潿嚟德妤捓 媛籠婾⻓  

3 月 31 日，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发掘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四川

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从全国 1700 余项考古发掘项目中脱颖而

出，成功入选“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至此，自 1990

年国家文物局开始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北大考古师生参

与的重要考古发现已达 34 项，位居全国高校首位。考古文博学院

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原、宁夏盐

池三个标准化的实习基地，同时积极筹措海外考古基地。根据新

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情况，考古文博学院大力推动考古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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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的发

展模式，积极探索田野考古发掘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同时进一步

完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体系，依托考古实习基地建设虚拟

教室，改革田野实习教学模式，积极探索、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

践的 5G 和 VR 技术的新应用，把实习基地及田野考古工作建设成

传播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以及中国文化的新名片。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鼦 鰽 ！ 锐  

1、4 月 6 日-4 月 14 日，社科部调研了中文系、历史学系、

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社会学系和国家发展研究院，与院系就

学科建设、科研项目、科研平台、期刊建设、智库建设、人才队

伍建设、“数字与人文”年工作以及其他相关专项工作进行了深入

交流。 

2、4 月 8 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立项结果公布，我校共获得 4项课题，其中马院刘军、

陈培永获立重大项目，政府管理学院薛领和医学人文学院郭莉萍

获立重点项目。 

3、4 月下旬，我校 105 位专家参加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通

讯评审，圆满完成 19 个学科共 2787 份申报材料的评审工作。 

4、4 月，社科部根据虚体机构在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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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聘任校外兼职人员实施

方案（2022 年 4 月试行）》，并发给院系全体老师。 

5、社科部会同财务部依据繁荣计划的最新管理办法，更新了

繁荣计划非研究项目的预算模板，适用于教育部基地项目及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点实验室经费管理。 

6、为推进北京大学”数字与人文“建设工作，社科部作为“数

字与人文”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辑了《北京大学“数字与人文”

建设工作简报》（第 1 期），搜集整理了今年 2 月至 4 月学校相关

院系或部门致力于“数字与人文”协同交叉的学术活动、研究进

展、平台建设、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内容。简报电子版

将发放给“数字与人文”建设委员会成员单位及各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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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缜 圣 ㄌ 炃 冕  

 擙 镋 孞 ㄌ 镋  耷 ㄌ 嫓  壆 ㄌ 垬  鲂 ㄌ  

缜  节 ㄌ 嬌 罇 効 ㄌ 嬌  純 ㄌ  限 ㄌ  

ト゚ 蟸 冈 ㄌ 点 儺 墍 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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