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 

 

 

2015 年 1 月 3 日，以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王勇教授为首席专家的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于杭州桃花源会

馆隆重举行。此次开题报告会旨在听取各方专家、学者意见，进一步完善课题设

计，研讨课题实施方案。浙江省社科联与浙江工商大学领导、国家社科基金专家、

课题组主要成员以及在杭的部分学者、师生出席会议。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蒋承勇教授致辞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省社科联主席蒋承勇教授代表主办方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欢迎辞，对王勇教授带领的团队精心设计课题指南、并在激烈的竞争中投标

成功表示衷心祝贺，这是浙江工商大学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省

社科联及浙江工商大学将予以全力支持。 

接着课题组介绍总体思路与研究现状。首席专家王勇教授以《东亚千年笔谈

史》为题，对笔谈定义、源流、分类、特征以及研究思路做了汇报，他谈到国内

外对笔谈这一特殊的“新”文献体裁尚缺乏深度研究，散藏于各国的原始笔谈资

料亟待发掘整理。子课题负责人王宝平教授汇报了多年来从事清代中日笔谈文献

研究的成果，其中多达 4500 页的《大河内文书》10 卷即将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

版面世。 



专家组组长张国星研究员讲话 

中场稍事休息后，进入专家组发言时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张国星先生为组长的专家组对课题评价颇高，同时还提出了许

多宝贵的意见。 

左起：朱万曙、谭帆、张国星、张涌泉、廖可斌诸教授 

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廖可斌教授、

清华大学文学院刘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谭帆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

院资深教授张涌泉先生等先后发言，他们对国内外学术信息的全面把握、对本课

题专业领域的深入了解，令与会者受益匪浅。 



多位专家建议对课题进行“瘦身”，集中主要精力发掘原始资料、做好文献

整理工作，指出了原始资料的整理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尽量全，另一方面还要注

意方便使用的问题。此外，专家们建议在整理文献之前首先必须制定一个规范、

统一、严谨的凡例，为后来的整理工作做好准备。最后，专家组组长张国星研究

员教授做总结发言，对学校及省规划办提出了几点希望和建议，给予该项目工程

浩大、难度颇高，学校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尤其是古籍整理成果也

需要出台相应的评价机制等。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浙江省社科联俞晓光处长致辞，一方面对王勇教授及其

团队表示祝贺、对专家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表示规划办会在今后课题的实施

过程中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也希望课题组在广泛吸纳同行学者和专家的宝贵意见

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论证，保证课题的顺利进行。并相信在各方面力量的通力合

作下，此课题一定会高标准地结题，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浙江工商大学副校

长陈寿灿教授对此次会议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在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下，学校

科研管理方面会在政策及资金方面给予支持，有信心共同将这一课题打造成传世

精品。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陈寿灿教授讲话 

最后，项目负责人王勇教授致辞，对莅临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感谢，表

示虚心地接受专家组的“瘦身”、打造精品课题等建议。他特别提到，本课题是

一个跨国家、跨学科、跨语言的浩大工程，虽然课题组核心成员从事资料收集、

专题研究已达 20 余年，但要推出在文献学领域的“传世之作”任重而道远，但

依托子课题负责人及核心成员的通力合作、无私奉献，有信心高质量地达到课题

的预期目标；尤其是聆听了专家们的意见后，确定了方向、理清了思路，为今后

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保证，并再一次对元旦假期莅临会议的各位表示感谢。 

至此，此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



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