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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2 年第 14 期（7.4-9.4）暑期特别版          总第 563 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各个方

面发生的新闻。 
 

 

喜 报 

热烈祝贺我院 6 项课题获批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 

学科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语言学 
日藏《玉篇》残卷与慧琳《一切经音义》

征引文献比较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郑妞 

中国文学 民国旧体诗歌别集序跋汇编校注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李昇 

中国文学 墨迹石刻宋诗的文本生成与文化观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杨曦 

中国文学 古今演变视域下的民国旧体诗流派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王春 

中国文学 《逸周书》文本生成与纂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章宁 

历史学 
涉外案件与治外法权的收回研究 

（1943-1949 年） 
规划基金项目 YUN XIA 

 

文院新人  

欢迎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引进的 Dena Freeman 教授、沐

越博士和韩萧博士，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引进的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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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博士，创意写作学科引进的叶端博士，文化研究系引进的

李鹏飞博士，学工团队引进的孙越博士加盟文学院。 

Dena Freeman，女，1971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本科、硕

士就读于剑桥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人类学专业，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现为上

海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化发展。 

沐越，男，1991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博士，研

究方向为 19 世纪法国史和 19 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1848 年

革命史。 

韩萧，男，1990 年生，山东昌邑人，美国雪城大学硕士、

香港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安全和外交政策。 

王玮旭，男，1994 年生，江苏徐州人，复旦大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歌。 

叶端，女，1992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意写作、小说

创作。 

李鹏飞，男，1986 年生，湖北随州人，纽约城市大学研

究生中心环境心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空间和城市治理。 

孙越，女，1987年生，吉林农安人，吉林大学中国古代

文学博士，现为本科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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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文二代 

◆历史系舒健老师喜得贵子，祝福宝宝健康成长，祝福

老师阖家欢乐！ 

 

新书发布 

◆由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王弋

文（Y. Yvon Wang）副教授合编的有关小三线口述史著作

Everyday Lives in China's Cold War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 Voices from the Shanghai Small Third 

Front,1864-1988（371 页），2022 年 8 月由美国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 

基于徐有威教授主持的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所收集整理的大量小三

线建设口述史资料，该书主编选择其中已经出版的部分内容，

按照十个主题予以系列的整理和翻译，同时附加相关的背景

知识和注释。据悉，本书会成为英文世界相关大学当代中国

课程，以及当代中国研究的参考文献。 

 

项目信息 

◆历史系肖清和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清天

主教徒李问渔著作的整理与研究》顺利结项，等级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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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宁镇疆教授的项目“出土文献于中华文明史的

新阐释”获 2022 年度上海大学中国阐释学创新策源项目立

项。 

 

学术信息 

◆中文系刘旭光教授的文章《论“崇高”的六个层次》

刊发于《文学评论》2022 年第 4 期。 

◆中文系倪兰副教授与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和子晴合

作的文章《上海手语翻译服务需求与现状调查》刊发于《中

国翻译》2022 年第 4 期。 

◆中文系汪雨萌老师的文章《随时观察，随时思考》《“散

文的心”与作为思想史方法的现代散文》刊发于《南方文坛》

2022 年第 4 期，并登上“今日批评家”专栏。 

◆中文系黄潇老师的文章《论美国诗集副文本的后现代

变局与诗意生成——兼论布劳提根的诗集形态实验》刊发于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中文系博士后陈冠豪（合作导师：黄景春教授）的文

章《论当代鬼传说在恐怖电影中的叙事变化》获《人大复印

资料•影视艺术》2022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原刊于《民间文

化论坛》2022 第 1 期。 

◆历史系陶飞亚老师及其团队的文章《Stig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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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cientific Inquiry in the Tracing of the Origi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刊发于《中国社会科

学》英文版， 43 卷 2 期 

◆历史系宁镇疆教授的文章《2021 年先秦史研究述评》

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 年第 4 期。 

◆历史系廖大伟教授的文章《孙中山对中国实现现代化

道路的思考与选择》获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22 年

第 8 期转载，原文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22 年 2 期。 

◆历史系江时学教授撰写的《怎样办好一场高质量学术

会议》（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 年 5 月 27 日）被《中国社

会科学网刊》2022 年第 10 期转载。《俄乌冲突给世界秩序

带来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 年 6 月 8 日）被《中

国社会科学网刊》2022 年第 10 期转载。《“逆全球化”概

念辨析——兼论全球化的动力与阻力》分别获《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2022 年第 6 期转载、《新华文摘》2022 年第 6 期

转载，原刊于《国际关系研究》 2021 年第 6 期。《从“拉

美之乱”看“中国之治”的可贵之处》，获人大复印资料《马

克思主义文摘》2022 年第 2 期转载，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 2021 年第 12 期。《评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和

区域国别学的认知》刊于《拉丁美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历史系黄保罗教授的文章《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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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性的开启》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22 年 2 期。 

◆历史系博士后黄运（合作导师：张勇安教授）的文章

《由禁止政而外交：清季吗啡进口管制政策的形成》刊发于

《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文化研究系徐偲骕老师的文章《数据坐稳第五大生产

要素了嘛？》发表于《文化纵横》2022 年 8 月号。 

 

学生风采 

◆暑假期间，2020 级世界史硕士张天卫（导师：张勇安

教授）受到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表扬。2

月 19 日至 8 月 19 日，张天卫在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

室（UNODC）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实习。 

 

暑期资讯 

7 月 4 日—7 日，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先后接受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英语频道采访，谈阿根廷经济形势和英国首相约翰

逊辞职等时政。 

7 月 9 日（周六），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在深圳参加第五

届世界金融论坛，并做题为“金砖国家对世界新增长和世界

新发展的贡献”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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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周六），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参加大外交智库

主办的“国际政治中的战略环境塑造与反塑造”学术研讨会

（高端论坛），并做题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遏制”的发

言。 

7 月 21 日（周四），上午，历史系江时学教授为上海全

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2022 年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训练

营作题为“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和区域国别学的共识与分

歧”的专题讲座，1400 多位学生在线聆听。下午，江时学教

授在广州参加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22 金砖国家智库贫困治

理研讨会，并为会议作总结。 

7 月 29 日（周五），历史系江时学教授为中国石油国际

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主办的“拉美学习讲堂”做题为“厄瓜多

尔的国家风险及中资企业的应对方法”的主旨发言。 

7 月 31 日（周日），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办“巴西

面面观专题讲座”，主讲人为巴西--中国学术经济科技促进

中心主任刘薇玲，历史系江时学教授主持会议。 

8 月 4 日--5 日，中国禁毒基金会与上海大学主办，上

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国际禁毒论坛”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隆重举行。 

中国国家禁毒委常务副秘书长、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梁云，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禁毒委员会副主任舒庆，联合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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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贾格吉特·帕瓦蒂娅（Jagjit Pavadia），

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李余涛，中国国家禁毒办副主任、

中国禁毒基金会秘书长李宪辉，中国国家禁毒办副主任于海

斌，中国禁毒基金会副理事长古润金，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王石平，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上海大学党委

副书记段勇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上海市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石平主持。 

历史系张勇安教授负责的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

中心（ICDPS）作为国家禁毒领域的高端智库，2010 年 10 月

建立以来，相继创办并发行《禁毒研究》《医疗社会史研究》

（CSSCI 集刊）、《国际禁毒蓝皮书》《禁毒参阅》和《国

际禁毒快讯》等集刊/期刊与智库成果。 

8 月 5 日（周五），历史系江时学教授为欧美同学会拉

美分会做题为“立足大国外交 做好拉美研究”的专题讲座。 

8 月 7 日（周日），拉美研究中心邀请中拉投资经贸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汉做题为“如何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之

间的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的专题讲座，历史系江时学教授

主持会议。 

8 月 13 日（周六），拉美中心与安徽大学拉美研究所共

同主办“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整体合作研讨会”。历史系江时

学教授主持会议，张琨参加会议并发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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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周日），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参加高校国别和

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的工作会议。 

8 月 16 日—17 日，首届中国近代史青年论坛在线上顺

利举办。会议由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主办，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合办。来自国内五十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 80 位专家学

者参加了论坛。 

8 月 20 日（周六），拉美中心与河北大学拉美中心共同

主办“拉美的社会运动研讨会”，历史系江时学教授作会议

总结。 

8 月 20 日（周六），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学科主办的“社

会改造与文学运动”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上海大学文学院

蔡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作为学者代表做了简短

致辞。来自北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和复旦、浙大、华东师

大、上大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先后做了精

彩的发言。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近五百位的师生在线上旁听

并参与了会议。 

8 月 21 日（周日），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参加浙江大学历

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的题为“我们为何如此贫穷？—

—世界视野的贫困治理史学术会议”，并作题为“海地为什

么如此贫困”的发言。 

8 月 28 日（周日），拉美研究中心在衡山北郊宾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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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论坛“‘新时代’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势国际

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南

京农业大学、常州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号上海大学的 30

余名国内外学者以及有关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历史系

江时学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作会议总结，张琨副教授主持

研讨会。 

8 月 31 日（周三），文学院党委召开巡察情况反馈会。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段

勇，校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巡察工作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崔海霞，校党委第四巡察组组长陆甦颖、副组长黄坚，

校组织人事部组织处主管赖练，校纪检监察员李岩，文学院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师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文学院院长

张勇安主持。 

9 月 1 日（周四），2022 级国际新生在宝山校区报到注

册，文学院共录取来自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乌拉圭等 12

个国家的国际学历新生 16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6 人，博士

研究生 10 人。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迎新工作仍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后续学院也将开展新生见面会、

新生入学教育等活动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充实他们

的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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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周日），新学期伊始，文学院学子陆续返回

校园。学院各年级学生以线上为主开展首日教育，将体育教

育、专业教育、红色教育、生涯教育、就业指导等融入教育

活动中，为同学们顺利开展校园生活保驾护航。 

 

 

 

夏去秋来，寒来暑往， 

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 

让我们携手再出发…… 

 

 

祝福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祝福各位同学，学习步步高！ 

 

 

 

 

 

 

 

 

《周志》团队期待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