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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 文 科 工 作 简 报  
2021年第 3期（总第 21期）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21 年 4 月 6 日  

 文科动态 

1、考古文博学院深度参与三星堆遗址发掘 

3 月 20 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考古

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 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已出

土许多重要文物。考古文博学院全程参与了此次对三星堆遗址的

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深度参与制定发掘工作规划，派出强大

队伍参与各阶段研究；全方位服务遗址发掘、研究与保护，田野

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不同专业方向的师生都作

为学术和支援团队深度参与，稳步推进各项考古工作；多位北大

考古毕业生在整个发掘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探寻古蜀文明。 

2、国际顶级杂志《文体》以特刊形式集中探讨申丹教授首

创的叙事理论 

文体叙事研究界国际顶级期刊之一《文体》（Style）2021 年

春季刊用全部篇幅探讨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申丹首创的一种

新的叙事理论，为此特邀申丹撰写目标论文（Target Essay），供

多国学者展开探讨。《文体》期刊早在 2008 年就推出了这种对话

形式的专刊，这是十三年来首位中国学者登上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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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曙光当选第九届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 

1 月 30 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九次会员代表

大会召开，47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选举产生研究会第九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会和工作班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常务副主编刘曙光当选为第九届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理事长。该学会是教育部主管、民政部备案的全国一级学会。根

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请求，北京大学同意作为该研

究会的挂靠单位，并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和指导职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推出“党史·国史系列讲座” 

国史研究中心成立半年来，已举行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讨

与学科建设会议，并着手整合校内既有研究资源。中心研究人员

以讲座、论文、会议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校内外公共服务与政策

咨询。中心的年度计划强调科研成果的社会转化，助力北京大学

党史学习教育。中心正积极筹备“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文研院合作举办），并于近期陆续推出“党

史·国史系列讲座”12讲。 

5、两会笔谈：经院学者热议“两会” 

经济学院自 2014 年以来，“两会”期间均组织本院专家学

者针对《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经济热点问题开展解读评述，

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两会笔谈”品牌，成为研究“两会”

经济热点、分析国民经济现状、提供相关政策意见的重要思想阵

地。今年“两会”期间，北大经济学院“两会笔谈”如期举办，

专家学者们紧扣“两会”脉搏，聚焦《政府工作报告》，畅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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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为尽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6、国发院七位教授联袂解读“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 

3 月 18 日，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季度研讨会第 56

期活动。活动以“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为主题，囊括中国经

济的新挑战、新发展格局、国际收支与汇率、金融开放等众多“两

会”要点和热点，林毅夫等相关领域的七位教授联合解读并做问

答，成为 2021年“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研讨盛会。 

7、外国语学院召开新时期外语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研讨会 

3 月 1日，外国语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新时

期外语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研讨会，围绕北京大学外语学科发展

现状，研讨学院本科教学研究及教学改革发展方向。本次研讨会

围绕新文科建设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主题，牢记人才培养是本

科教育的根本使命，对学院本科教育及人才培养的优势和面临的

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学院进一步完善本科生教育培养体系、

推动外语本科学科的发展、加强本科教学研究、推动本科教学改

革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 

8、文研院推出“史诗传统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深入理解中国与丝路沿线

各国的文化传统和文明互动关系，由文研院主办、东方文学研究

中心和外国语学院协办的“史诗传统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近日

启动。3 月 29 日，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以“《吉尔伽美什史

诗》中的洪水前后”为题作该系列第一场讲座。系列讲座集结了



  

主编：李净、张乙茗     审核：王周谊 4 

 

北大外国语学院、历史学系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共十位优

秀学者，以史诗为线索，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探讨了不同文明

传统的特性和共性。 

9、“中美印三边战略安全与合作展望”学术研讨会举办 

3 月 3日，由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办、美国中美教育基

金会支持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印三边战略安全与合作展望”学

术研讨会成功举办。本届会议以“亚太地区海事安全”为主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姚云竹，

印度海军退役准将、政策研究学会主任乌代·巴斯卡尔（Uday 

Bhaskar），美国退役少将、美国国防部长前东亚政策办公室主任

麦德伟（Michael McDevitt）等二十余位中美印前政要、资深专家

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并对未来中美印三边战略安全与合作进行

了前瞻性分析。 

 文科科研管理 

1、3 月 11日，中共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与

市委办公厅联合调研组赴我校开展高端智库调研。北京市改革办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胡雪峰带队，王博副校长出席，孙庆伟校

长助理主持会议，国发院、首发院、社科部负责人做相关汇报，

会上就北京大学高端智库建设工作进行了沟通讨论。 

2、2020 年文科各单位共发表各类科研成果 3326 项，其中专

著 161 部、论文 2915 篇、编著和教材 135 部、工具书和参考书

5 部、古籍整理作品 3 部、译著 32 部、研究咨询报告 25 篇、译

文 24 篇、电子出版物 2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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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 15日，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顺

利完成，本年度限额申报 190 项。 

4、3月 29日，202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申报顺利完成，全校共申报 108 项课题，申报数量创近年新高。 

5、3月 31日，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

工作顺利完成，其中年度项目限额申报 10 项，重大项目申报 1

项。 

6、3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验收 3项：历史学系荣

新江“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法学院

蒋大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商行为及其规制——勘定

政府与国企的契约边界研究”和城市与环境学院林坚“区域—

—要素统筹：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研究”。  

7、3月，虚体研究机构年检填报和挂靠单位审核工作截止。

经批准，6 个虚体研究机构变更负责人，1 个机构变更名称，1 个

机构变更挂靠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