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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1ㄌㄕ兌楼辔嚟 ㄖ 煣2妤檗紽 猵 苳漜潿 篬掜 

6 月 13 日，第十届春风悦读榜颁奖盛典在杭州蝴蝶剧场开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的《严家炎全集》（新星出版社，2021

年第 1 版）获得第十届春风年度致敬奖。严家炎先生是我国当代

著名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教育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成体系的中

国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现代文学研究

和当代文学批评人才。2021 年 8 月，十卷本《严家炎全集》由新

星出版社出版。全集收录了经过挑选的严家炎有代表性的文章或

书籍，成为其一生的学术思想精华汇总。春风悦读榜由中共浙江

省委宣传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指导，钱江

晚报、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主办，在每年的世界读书日前后举办

春风悦读盛典，现场颁发年度致敬奖、白金图书奖、白银图书奖

（虚构、非虚构）、金翻译家奖等 10 个奖项。 

（供稿：中文系） 

2ㄌㄕ嫉樿勠 刯媭 ㄖ 2妤檗紽 猵 苳 楼掜  

6 月 13 日，第十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外

国语学院西亚系拱玉书教授译注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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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2021 年）荣获“金翻译家奖”。《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古代两

河流域楔形文字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

的一部史诗。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研究和翻译，不仅是古代

两河流域文明研究即亚述学的重大课题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和古

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拱玉书教授译注的《吉尔伽美

什史诗》是第一部以标准巴比伦语版为底本、由阿卡德语直接翻

译，加以详细评注，兼采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中文全译本，为国

内众多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坚实研究资料绝和佳文学读本。 

（供稿：外国语学院） 

3ㄌ缽簚 簚 煣克 簚掜  

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文辉获得中国留美公共管理学会

（CAAPA）颁发的 2022 年王闻青年学者论文奖（Wen Wang Best 

Young Scholar Paper Award）。王闻青年学者论文奖每年奖励一篇

由处在助理教授阶段的青年学者于上一年发表的论文。此次获奖

论文是杨文辉助理教授于 2021 年发表在国际公共行政学界期刊

Governance 上的论文 “Can Social Welfare Buy Mass Loyalty?”，

论文合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沈潇笑。此前，这篇

论文还获得了 China Policy Scholars Group颁发的首届最佳公共政

策研究论文奖（共同获奖者）。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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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ㄌ缮絿壵 匍ㄕ屔剞簚棘髦簚 ㄖ垁錗 

4 月，杜晓勤《唐代文学的文化视野》由中华书局出版。唐诗

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中最为灿烂的一颗明珠，要研究唐诗之

所以取得如此高妙艺术成就的原因，除了须深入分析中国古典诗

歌从汉魏六朝向隋唐发展的艺术机制，更离不开对唐诗得以茁壮

成长的文化土壤、时代氛围和精神气韵的考察。 

该书集中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从汉魏六朝向隋唐发展的艺术

机制，考察唐诗成长的文化土壤、时代氛围和精神气韵。作者从

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角度切入，既有对盛唐诗歌精神的形成

与内涵的整体思考，也有对杜甫、元稹、白居易、柳宗元等代表

性人物艺术思想的具体阐释，更兼具国际文化视野，对包括丝绸

之路与东亚汉字文化圈等不同领域范畴内唐诗的国际交流活动进

行了细致考察，反映了作者数十年来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唐代文学

发展史的思考所得。 

（供稿：中文系） 

5ㄌ 捗 匍ㄕ鵄嫓 裥煏儬箩 ⼌ 髦墧墘嚵 ㄖ垁錗 

法学院青年教师、助理教授阎天的独著专著《知向谁边：法

律与政策之间的劳动关系》于 2022 年 1 月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本书探讨劳动法与劳动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法律

的尽头是政策”这一基本命题，主张劳动法与劳动政策的关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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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综合运用多种理论资源，以古今中外的经验为参照，放在实践

前沿的场景之下加以解析。本书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证：第一个角

度是“理论与工具”，运用规制研究和比例原则来解析劳动法律与

政策的关系；第二个角度是“历史与比较”，以古今中外的经验为

参照系来解析劳动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第三个角度是“场景与节

点”，在新业态用工和数字化职场的语境下解析劳动法律与政策的

关系。每个角度有三章，全书共九章，另有绪论、参考文献、后

记等。 

（供稿：法学院） 

6ㄌ 椋 匍ㄕ兕德镾戲 埛髦裥闼儬⽶裥 剣镾 內

兕熷髦 槒ㄖ垁錗 

法学院研究员金自宁的独著专著《中国环境风险规制的法理

与方法：以环评为中心的考察》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法学

文库”学术著作系列，2022 年 3 月出版。近十余年，本书作者的

研究主题及问题意识都是围绕风险对现代法治的挑战展开。本书

聚焦于中国环境评价制度，这一聚焦点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中

国”，即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二是“环

境评价”，包括现状评价、回顾评价和预测评价。本书致力于打通

抽象的一般法理与具体的制度方法，不仅探讨了环评否决这一中

国特色制度安排的存废问题，还立足于中国法制实践，通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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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评实在法规范演变历史、剖析我国环评法实践中的行政事

例或司法案例，讨论了专业知识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科学理性与

社会理性的兼顾、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化、科技专业性行政行为

的司法审查、科学证据的司法认定、风险评估不确定性的法律回

应等风险规制法上的突出难题，并分别对相关的传统学说或流行

观点进行了澄清或校正。 

（供稿：法学院） 

7ㄌ紭訔 匍ㄕ掺籞纗-忲 嚹髦婾⻓ 娈媭儬媈凗ㄖ垁錗 

6 月，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昝涛新著《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

历史与叙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部史论性的国别史

研究著作，该书以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作为方法论和问题意识，围

绕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叙事和历史书写、土耳其共和国的帝国观与

历史观、当代土耳其政治中的历史叙事、土耳其与中国关系中的

历史观差异等问题，集中探索了不同时代和语境下关于奥斯曼-土

耳其历史叙事的特征。该书被纳入“理解亚洲”丛书系列，从新

视角出发，展示土耳其的主体立场，笔法生动、删繁就简、以点

带面、史论结合，既为零基础读者提供奥斯曼—土耳其史的基本

线索，又为专业读者打开新话题。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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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ㄌ镋 匍ㄕ兕德 劺匀簚钘 ㄖ顜兕妵冦檅垁錗 

4 月 23 日，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锦贵教授

的《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精装，上下卷）。该书的前身是《中

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通论》是当今

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我国“二十六史”和中国纪传体文献

的学术专著，集大成、富新意。该书以“二十六史”为经，以共

性问题为纬，从“纪传源流”到“纪传经典”，逐一论述、论证、

剖析和总结，揭示中国纪传体文献的来龙去脉、重要成就、重要

意义、重要影响、重要知识点、重要问题等，以求通过研究五千

年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供稿：信息管理系） 

9ㄌ 籠蠲全 ㄕ允 ⼌ 儥髦兕妵簚純ㄖ垁錗 

近期，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主编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中华

文明传播史研究丛刊”甲编第一种，以汉唐之间丝绸之路上中国

文化的西传为主要研究主题，在同题工作坊研讨会发表论文的基

础上，经过修订，汇辑成书。内容分三个方面：一是从考古的角

度来研究丝路沿线出土文物和文献中有关中华文化西传的内涵；

二是从文献的角度研究汉语、汉文文献、中原的典章制度等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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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向东西方传播的情况；三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有关丝绸之路

上保存的石刻、钱币以及其他中国文化遗迹的研究，充分发掘古

今丝绸之路探险中的资料。该书是在《中华文明传播史》的总体

框架下，对早期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遗迹、遗物的深入探讨，是

近年来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国内外丝绸之路研

究的较高水平。。 

（供稿：历史学系） 

10ㄌ媲辯全 ㄕ屔鶐🈨ㄖ2凘妤儝姲垁錗 

近期，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编的学术集刊《唐研究》由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唐研究》由唐研究基金会和北京大学中国

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是唐史研究方面最为重要、最具影响

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本卷为第二十七卷，主题专栏为“语音•文

字•词汇：敦煌文献释证”，关注敦煌文献中一些独特语言文字现

象及疑难字词的考释，发掘敦煌文献对于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反映了学界唐史研究的近期进展。 

（供稿：历史学系） 

11 ㄌ 儙 裹 簚 苅 婾 凚 覝 媭 垚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赵一泠的博士论文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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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e, Norms,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History”在经济史顶刊 Journal of 

Economics History 发表。该论文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三

个章节分别探讨了教派竞争对大学存量的影响，女性是如何通过

家政经济学进入科学领域，以及院系设置如何影响个体选择专业。

经济史协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在每年评选出上个年

度完成的三份最佳北美经济史的博士论文和三份最佳非北美经济

史的博士论文，将其概要发表在 Journal of Economics History 的

Summarie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部分。赵一泠助理教授的博士

论文入选 2021 年北美经济史最佳博士论文。 

（供稿：经济学院） 

12ㄌ 媛簚姆棘 湨顂媆 內德楼簚鍚檅ㄌㄕ兕德簚鍚盳ㄖ窅

囪儵🅗 簚純讷覍 

6 月，考古文博学院受邀为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撰稿，

从科技角度解读文明源流。教授吴小红发布《高科技解读历史—

—叩问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就三星堆埋藏坑的问题结合北京大

学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年代研究团队的工作，对碳十四测年的过程

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并引出了“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研究结果和碳

十四测年所能达到的精度，三星堆所发现的几个埋藏坑形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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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商代晚期，形成时间大致相当”的初步结论。副院长、长聘

副教授崔剑锋和考古文博学院 2020 级博士马仁杰发表《试论高放

射性成因铅——商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科学实证》，介绍了高放

射性成因铅在实证商与蜀的密切关系，进而验证商时期多元一体

的文明格局。学院团队对科技应用的学术史梳理，以及科技考古

的工作陈述，体现了北京大学考古对中华早期文明探索的持续贡

献。。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13ㄌ箩潬 闼棘 i捁缁罩 嫈婾湢ㄕ兕德篳梿冟缟瀽 盳嬳

2021 慃凚曀匀捓篳砪髦 勎ㄖ 

6 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联合

四川农业大学与北京百分点科技集团，共同发布了《中国数字乡

村建设报告 2021：基于媒体大数据的评估》。报告针对当前全国

数字乡村建设需求，通过以主流媒体大数据为依据的评估方法，

提供覆盖全国并细化至地级行政单位的数字乡村建设进展评估，

可为各地相关工作提供及时参考。 

由于数字乡村建设内容繁多、相关数据可获取性参差不一，

全国性、系统性的数字乡村建设评估面临较大挑战。对此，报告

选取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 13 家综合性或农业农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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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新闻网站为大数据来源，采用一系列文本分析方法对上述网

站相关报道进行筛选识别（截至 2021 年 12 月），并以中央网信办

等七部门印发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中的“5+21”领域为评

估框架，得到我国全部地级行政单位在数字乡村细分领域的建设

成果报道情况。在此基础上，报告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

域格局、细分领域状况以及各省市进展进行了深入分析。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槓 纥 褙 娐  

14ㄌ 媛簚姆棘 湨顂棘冞犀冦 嚵凚誧 兕妵簚純碇讷渺ￜ

髦  

5 月 27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

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了中华文明的关键地位，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显著成

绩，指明了未来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的根本目标，及其对坚定文化

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指导意义。考古

文博学院第一时间组织专题学习，鼓励全院师生结合自身教学、

科研和学习实际，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5 月 28 日晚，

“时代楷模柴生芳”学生联合党支部展开集体学习，并邀请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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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博士生讲师团进行研讨，在全院学生党员中掀起学习热潮。5

月 30 日，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结合学院发展规划和学科发展趋

势，继续深入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展开深入交流。6 月 2

日下午，全体师生党员集体聆听、学习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赵辉在北京大

学党校举办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概况”专题讲座。座谈和会

议中，北京大学副校长、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教授倪润安，

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张剑葳，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李云河，助

理教授邓振华等师生踊跃发言。学院党委副书记曹蓓、校团委研

青部常务副部长刘钊、北京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相关负责同志、学

生代表认真学习总书记关于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讲话，

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考古学研究历程展开深入而热

烈的讨论。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15ㄌ镋耷德龋ｱ 捓 鮖 髝漜媇檅儧髦嚟闷 儬刨 孿

嚱嫍匀罩瀽鶐🈨 灆 劲公  

6 月 18 日，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

开题会召开。社科部部长、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教授唐士其，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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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任王正毅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逸舟、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杨光斌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同济大学政

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会议。 

课题组首席专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及各子课题负责人

和代表杨学功、李巍、陈绍锋、耿协峰、于江向与会专家汇报课

题相关情况。会议由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教授主持。随着

全球化进入变革调整期，学术界围绕“全球化将走向何方”的讨

论空前激烈，围绕“新型全球化”（Neo-globalization）或“再全

球化”（Re-globalization）的研究成为全球化研究领域重要的前沿

学术进程，“全球化进路”因而成为本课题的核心研究对象及主要

创新点。本课题将在国内外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百年变

局下全球化理论的演进、国际秩序的重塑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实操问题三大研究模块，对全球化进路这一宏大的战略性

问题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研究，进一步丰富

和完善我国国家战略实践与理论的知行合一。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16ㄌ 姞⺎德龋ｱ 捓 鮖 兕德鍱蚾篏 媭 灆 劲公  

6 月 24 日，由历史学系教授郭卫东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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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国特殊教育通史”开题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程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朴永馨、顾定

倩，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校长黄军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先明，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等专家参会。会议由历史

学系教授李孝聪主持。首席专家与子课题主持人就项目的前期准

备、研究设计与课题分工等进行了汇报，提出以分期史的视角研

究中国特殊教育前后相续又各具划时代特征的五个历史阶段，依

此总框架，设计了五个子课题，即古代篇（远古至鸦片战争前）、

近代篇上卷（晚清时期）、近代篇下卷（民国时期）、现代篇上卷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现代篇

下卷（自 1979 年至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计划”

完成）。评审专家对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

对项目的研究路径、要点难点、推进方略、团队建设等进行了指

导点评。强调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厘清中国特殊教育长时

段的来龙去脉，细致分析中国特教机构空间分布的历史动因，根

本探究特殊教育演生变动的社会环境及其与各时代政经、文教和

国际交往的适配关系。要努力构建中国化特殊教育史的研究框架、

史料集成和话语体系，作成一部高质量的传世信史，以服务于国

家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供稿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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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ㄌ炃捓漿德龋ｱ 捓 鮖 热剞 捓劺翢饐 裀媭鶐🈨婳篳

砪潙瀽 兕绔腣翿渺匍 劲 忽 公  

6 月 9 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重大传染病防治

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中期检查工作部署会议在线上召开。

项目首席专家张大庆教授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期检查工作具

体要求及填写说明，概述项目实施总体进展情况。重点介绍当代

重大传染病防治数据库建设情况，展示成果网站，鼓励各子课题

组及时上传所收集的资料，强调今后注意课题成果宣传推介，如：

向国家社科基金报送《成果要报》《工作简报》，以及向国家社科

基金专刊投稿，并注意添加课题项目号信息。此外，拟进一步开

展学术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邀请国内外相关传染病

历史研究者进行主题汇报和交流。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则分别介

绍研究进展及阶段研究成果，讨论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下一步

的具体计划等。 

（供稿：医学部医学部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 

18ㄌ 漿裀德龋ｱ 捓 鮖 冞 漛顂爣簚純牍珁鶐🈨

緾棘绱鶐 劲公  

6 月 11 日，由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大学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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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学院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国家

社科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结题暨学术研讨会”

以线上方式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

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生态文

明研究与促进会、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南京理

工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

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中共青

海省委党校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 80 位师生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郇庆治从核心概念、研究思路和框架，目前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最终成果和主要结论等三方面对课题研究情况作了总体性介

绍。研讨会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之维：形成发展”、“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之维：理论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制度之维：制度创新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之

维：国家试验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之维：区域战略”

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之维：国际战略”主题展开了研

讨。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19ㄌ 奊捓簚ｱ垯籠 恊 2凤 公  

6 月 16 日晚，“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 5 讲以线上直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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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主题为“‘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

研究”。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

系教授周黎安主讲，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长聘副教授章

永乐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飞舟出席并参与讨论。周黎安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

视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征及相关理论概括，强调特定

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发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

示国家与社会、官与民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治理逻辑。本

研究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 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

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供稿：社会科学部） 

20ㄌ德埉宔妓意鶐🈨⺖肤劲 溊德 飝裀闼髦捁⺺ 分  

 6 月 5 日，国别和区域研究圆桌会“帝国边疆治理的多样遗

产”在线上顺利举行。本次圆桌会在社科部支持下由东方文学研

究中心和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院所近百名名师生在线参与。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社科部副部长章

永乐出席并致辞。与会师生从《伊斯兰教兴起与孟加拉边疆，

1204-1760》《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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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种姓：殖民主义与现代印度的形成》《种姓攸关》四部著

作切入，围绕“化外山林与帝国边疆”与“作为帝国治理术的种

姓”两个专题深入探讨边疆研究、帝国治理和种姓制度等相关议

题。澎湃新闻报道了本次圆桌会并刊发会议纪要，引起广泛关注。 

（供稿：外国语学院） 

21ㄌ ⽶媛嚼 冈賣蚉 垪 澁公  

6 月，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巍主讲的“西方古典音乐漫步”

系列讲座面向北京大学师生开讲。该系列讲座旨在用音乐这一最

具直击人心、触动灵魂的力量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来鼓舞师生。

讲座采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首先介绍西方古典音乐的

基本常识，围绕音乐欣赏入门的几大要素：旋律、主题、结构和

曲式，配合选听典型曲目，引导观众逐渐养成“音乐的耳朵”。再

按照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介绍

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及其代表作，包括“巴洛克音乐的巅峰

——巴赫”、“古典主义的天才——莫扎特”、“伟大的开创者——

贝多芬：交响曲”等。 

（供稿：历史学系） 

22ㄌ湎 捓棘篏硚劝捚-挬樿•扎卡主讲文研经典阅读活动 

文研院本学期起推出“文研经典阅读”系列活动，邀请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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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者领读相关领域经典文献，并与北京大学校内师生深入讨论，

激发思考以及执著探究的深层动力，弘扬北京大学坚实厚重的人

文基础。“文研经典阅读”首期活动邀请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巴黎大学荣休教授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领读 17

世纪自然法学家经典文本，并围绕其代表作《主体性的另一条道

路》展开讨论。研读活动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举行，共举办六次，

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哲学系、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元

培学院等院系的二十余位师生全程参与。本学期，“文研经典阅读”

还先后邀请台湾中研院王明珂院士、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中

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志远等文研院邀访学者领读不同文

献，为跨学科、跨年龄段的学术研究者打造了优质的交流平台。 

（供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3ㄌ挼德 棘 公墋捁绔 澁覄墘 

为提高有组织科研建设水平，提升学术资源整合力度，4 月 8

日以来，外国语学院陆续举办了四期院长茶座活动。四期院长茶

座的主题分别为“海外华人华侨问题研究”、“语言学前沿研究交

流”、“北京大学外语学科史”和“文学与图像学：数字人文与中

国语境”。院长陈明教授、副院长吴杰伟教授以及学院逾 50 位中

青年教师参与了交流活动。外国语学院举办院长茶座活动，旨在

整合、分享学术资源，为学院教师提供深入沟通交流的平台，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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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科交叉，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提供有力支撑，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院长茶座今后还将围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等领域开

展交流活动。 

（供稿：外国语学院） 

24ㄌ嚨嚱裀闼鶐🈨癓公墋 箩裀嬔 ㄌ媩 牞儬箩岩嚵 儵

澁 

5 月 26 日上午，在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的支持下，由国

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团队主办的北京大学公共治理讲座“政治吸纳、

可见性与政商关系”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

授、研究员杨锋发表学术演讲，150 余位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讲

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

所研究员张长东主持。杨锋在讲座中提出，执政者通常需要依靠

商业部门的一些支持和合作。为了有效地调动商业部门的支持，

执政者一方面需要承诺提供奖励，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某种权力

约束，确保自己会履行该承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将增强执政

者动员商业精英支持的能力。讲座最后，杨锋针对与会者提出的

相关理论和实证问题进行了解答。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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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ㄌ2022 漜兕德刨墇 讷纳墏儾婾檬瘍颪 囮 恊公墋 

5 月 29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

办的 2022 年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战略高端论坛暨《中国人力

资源服务业蓝皮书 2021》发布会，克服北京疫情困难，在广东财

经大学正心堂成功举办。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结合方式进行，中央

人民广播电视总台（移动网络电视频道）面向全国政企学产研相

关观众进行了全程直播，国家人社部《人力资源服务》杂志社等

媒体进行支持。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安钰峰，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

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李祥伟与类成普处长，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周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余兴安，北

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周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李海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广东财经大学人

力资源学院萧鸣政院长，北京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书记张宇泉，

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会长夏鲁青，广西壮族自治区人社厅

副厅长蒋劼，中智、双高、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

心项目组部分研究人员等来自政界、企业界、学界与媒体界的领

导、学者与同仁等近 50 位嘉宾线上线下出席了论坛，截至 5 月

29 日 18 点线上收看人数接近 15 万人。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萧鸣政教授主持了论坛。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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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鼦 炆  

26ㄌ籠簚ｱㄌ刁婱棘ｱ 儧髦 绱鶐🈨⒜⒜2022 嚟德

绱儬冦裥ㄌ 棘棘ｱ瀽 婳刨癰慂囁棘绱 恊公  

6 月 19 日，新文科、交叉学科视阈下的视觉艺术研究——2022

全国美术与书法、设计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学术论坛在线上举

行。本次学术论坛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北京大学现代广告

研究所承办，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书法学学科发展史》

课题组、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中国书法对外传播》课

题组、国家艺术基金美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美育百年》课题组

协办。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大学与学科》编辑部

副主任黄海军，北京大学学位办公室主任兼学科建设办公室黄俊

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理论学科评

议组召集人彭锋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的 30 多名专家

学者、业界同仁参会，累计数千人在多个在线平台上观看了本次

论坛直播。 

本次论坛举办于新版学科目录即将正式印发的背景下，旨在

突出学科目录修订对教学、科研的风向标式作用与影响，反思艺

术学、设计学一级学科以及美术与书法、设计专业学位的建设历

史和现状，展望新文科和交叉学科视阈下视觉艺术研究的未来。

论坛以艺术门类学科目录调整为契机和线索，展开交叉学科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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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讨论，聚焦于艺术学、美术学、书法学以及设计学学科发展与

建设面临的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汇集学界最前沿的观点和看

法，促进了全国高等院校在艺术与设计学科领域的对话交流。本

次论坛的举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美术与书法、设计、设计

学等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形成学术共识，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背景

下学科目录调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新的学科目录即将正式颁

布之际具有重要的探索性和学术意义。 

（供稿：艺术学院） 

 

鼦 鰽 ！ 锐  

1、6 月 22 日—23 日，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先后到中国语言

文学系、哲学系（宗教学系）、历史学系进行调研，与系领导班子

和教师代表座谈。副校长王博，校长助理、总务长董志勇陪同调

研。党办校办、政策法规研究室、国际合作部、教务长办公室、

教务部、社会科学部、研究生院、人事部、总务部、学科建设办

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有关调研。 

2、6 月 29 日，根据《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管理

办法》及工作流程，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虚体研究机构）的成立申请。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挂靠信息管

理系，院长为张久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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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月，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来斌老师获立北京市习中心特别

委托项目立项，项目名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我校获得两

项北京市社科基金专项项目立项，分别是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老

师“接诉即办改革的治理效能研究”、法学院王磊老师“诉求办理

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4、6 月 15 日，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

研究专项 2022 年度重大项目申报工作完成，外国语学院郭童教授

申报。 

5、社科部积极与北京大学主管的 14 家哲学社会科学正式期

刊沟通联系，做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文研

讲坛” 专栏、《大学与学科》的“学科建设”专栏和《国际政治

研究》的“专访：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专栏申

报推荐工作。梳理北京大学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现有情况，制定工

作举措和未来计划，完成《北京大学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管理情况

及工作计划》。 

6、6 月 20 日，社科部组织召开图像学研究领域建设座谈会，

由朱青生老师介绍图像学实验室建设情况。艺术学院、考古文博

学院、外国语学院、历史学系和智能学院由院长或副院长代表出

席，介绍了本单位在图像学研究领域的现状、规划和需求，并对

图像学实验室的建设方案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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