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主编：宋桂林                         责任编辑：郑丽                 本期编辑：刘菁 

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2 年第 22 期（10.31-11.6）                  总第 571 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各个方

面发生的新闻。 

 

 

文院新人 

◆欢迎世界史流动站引进的谢雨霏博士后、崔昊博士后

和中国史流动站引进的林玲博士后加盟文学院。 

谢雨霏，1989 年生，河南郑州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

士，在校期间曾担任校院两级研究生会主席职务，曾获博士

一等奖学金，获北京市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作为嘉宾参与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古诗今读》系列课程录制，担任

《世界文化常识读本》系列丛书的编委，博士论文为《唐人

选唐诗视角下的唐诗语言艺术研究》。主持“2020 年中外研

究生创新基金项目”、“2021 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

项目”。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唐宋诗歌艺术、东亚汉籍与汉诗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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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昊，1992 年生，陕西旬邑人，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学硕

士、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博士。硕士期间任澳门科技

大学研究生会秘书长、澳门科技大学理事会顾问、澳门科技

大学研究生会荣誉顾问。博士期间曾任澳门城市大学通识教

育部教師助理、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参

与跨文化视角下葡语国家婚姻习俗，澳门基金会课题，澳门

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训及教研合作专项计划、澳门公共危机

事件研究，澳门基金会课题，澳门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训及

教研合作专项计划等课题研究。及作为第一主笔参与书籍

《中葡婚俗与“民心相通”》的出版。 

林玲，1993 年生，山西朔州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民

间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故事学。在《广

西民族大学学报》《学术交流》等刊物发表论文 10 篇；出

版专著一部：《中华创世神话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二作）；

并作为主要项目组成员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读

书之余，倾心色彩，热爱美食，喜好收纳。 

 

新书速递 

◆ 中文系邵炳军教授著作《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

演进——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2022

年 3 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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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两周之

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以两周之际三次“二

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形成为研究起点，在廓清这一时期政治

背景的基础上，结合梳理重要历史事件与不同阶层士人的创

作活动以及不同诸侯国政治变迁及其作品创作和以特定政

治事变为题材的创作活动等，综合运用“知人论世”的史学

研究方法、训诂考据的文献学研究方法等传统研究方法以及

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现代学术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考辨

分析《王风》《秦风》《桧风》《小雅》《大雅》等《诗经》

中的 30 多篇作品，深入探讨了春秋时期政治变革与诗歌创

作的关系，家父、凡伯、卫武公等贵族诗人与春秋时期诗歌

演变的关系，以及“国风”的地域特色与诸侯国家政治意识

的关系等，从而比较系统、立体地揭示了春秋时期诗歌创作

的历史规律及其与政治生态变革的关系。 

作者简介：邵炳军（1957-），男，甘肃省定西市通渭

县人，西北师大文学博士，南京师大博士后，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市

“四有”好教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现为教育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首席专家、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重

点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院长、二级

教授、“伟长学者”、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

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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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 中文系张薇副教授的文章《郑克鲁先生与卞之琳先

生的交集》发表于《都市文化研究》第 26 辑。 

◆ 历史系胡宁副教授的文章《“与点”究何因——海

昏简<论语>献疑》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22 年秋之卷。 

 

学生培养 

◆ 文学院研究生联合会在上海大学 2022年度院级研究

生会工作总结评估述职会中表现优异，获“优秀院级研究生

会”荣誉称号。研究生辅导员刘菁获优秀院级研究生会指导

老师。 

 

一周资讯 

11 月 2 日（周三），上午，党政办政研室保密办党支部

与文学院中文系、院办教工党支部开展联组学习活动，活动

邀请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大学政党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市委讲师团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讲团成员高立伟教授

主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三个支部 100 余名党员线上线下

参加学习活动。 

11 月 4 日（周五），下午，“青云大讲堂·名师导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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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二讲在 B308 教室举行。文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青

云书院执行院长、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丁佳蒙，上海

大学伟长学者、特聘教授、文学院历史学系江时学教授，历

史学系副主任、22 级历史学类班导师杨长云，上海大学招生

与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党支部成员，青云书院辅导员迪拉

热、孙越，青云书院 22 级历史学类学生出席活动。“青云

大讲堂·名师导学系列”第二讲特邀江时学教授担任主讲人，

带来题为《二十大报告如何阐述中国外交》的讲座。讲座由

吴仲钢主持，青云学院 2022 级历史学类本科生叶悦冉担任

司仪。 

11 月 5 日（周六），上午，上海市世界史学会 2022 年

年会暨第十七届青年论坛与第八届教学论坛在衡山北郊宾

馆举行。此次年会和两个论坛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承

办、上海市历史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协办，也是“上海市社联

第十六届（2022）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之一。年会的主题

为“世界史的知识生产、学术谱系与教育传播”。青年论坛

和教学论坛面向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世界史年轻学者、

博士后、在校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中学历史教师征文，收到

论文共计 109 篇。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大会，评议青年学者和中学世界史教

师的论文，点拨科研思路，激励后生，为世界学科发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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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主持，

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聂清致欢迎辞。 

历史系张勇安教授、王三义教授当选为上海世界史学会

副会长。历史系吴浩教授当选为上海世界学会副秘书长。论

坛上，历史系杨长云副教授作题为《大西洋的跨越：美国现

代城市规划的社会思想网络的形成》的报告。 

11 月 5 日（周六），下午，共青团上海大学文学院第十

八次代表大会、上海大学文学院第三十四届学生代表大会在

学院 306 会议室举行。特邀嘉宾上海大学团委书记冯凌燕，

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团委书记金银银，上海大学学生会

主席团成员潘笑宇等出席会议，文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文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青云书院执行院长丁佳蒙，文学

院团委书记宋亚丽，文学院团委副书记迪拉热·达吾提，本

科生辅导员张旭，研究生辅导员刘菁、卜敏，以及文学院各

年级学生代表参加大会。团代会由 2021 级中文系硕士研究

生第一团支部书记钟毅主持，学代会由文学院学生会权益服

务部部长赵思媛主持。大会听取、审议了共青团上海大学第

十七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与第三十三届学生会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了共青团上海大学文学院第十八届团委委员和上海大

学文学院第三十四届学委委员，同时对文学院优秀团学干部

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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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信息 

10 月 29 日（周六），历史系廖大伟教授应邀到安徽师

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了题为《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及其整

理》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研究经验分享讲座。 

10 月 29 日-30 日，由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文

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出土文献与典籍文本形成研究高端论坛

暨“出土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重大课题工作会议在衡

山北郊宾馆举办。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高校、社科院的 40 余名学者围绕出土

文献与典籍文本形成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展现了目前学界有

关出土文献与典籍文本形成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趋势。历史系

宁镇疆教授组织筹备了会议。 

 

 

 

 

 

 

 

《周志》团队期待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