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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1 年第 27 期（10.11-10.17） 总第 538 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各个方

面发生的新闻。

新书速递

◆中文系曹辛华教授编选及导读，龙榆生著《填词与选

调》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作品简介：龙榆生是 20 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研究者之

一，与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并称“民国四大词人”。他

早年师从黄季刚、陈衍，受陈散原、夏敬观赏识，又直承晚

清词学大家朱彊村衣钵。龙榆生治学成就卓著，是现代词学

的重要奠基人；同时他又非常重视诗词普及工作，撰写了大

量深入浅出、切中肯綮的论著。《填词与选调》精选龙先生

论著中的经典篇目，分“诗歌史论”“词体源流”“词体法

式”“词史纵论”“词学专论”五部分编排，荟萃了其几十

年研词治学的心得，不仅能引导初学者一窥诗词堂奥，亦对

爱好者和研究者揣摩、提升颇有助益。



- 2 -
主编：宋桂林 责任编辑：郑丽 本期编辑：赵影

◆中文系创意写作学科教师黄潇（笔名：肖水）的俄文

版《肖水诗选》由白俄罗斯“四分之四”（Four Quaters）

出版社在明斯克出版。该诗集由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共和国汉

学孔子学院教师白哲翔（原名 Baravik Mikita）历时一年翻

译，收录了肖水各个时期的诗作 200 余首。其中，译者重点

向俄语读者推荐肖水的以中国古代绝句为借鉴，力图在四行

之内呈现阔大的生活现场或精神场域的“新绝句”。

近期，“《肖水诗选》新书分享会”在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举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语文系系主任谢尔盖·瓦日尼克

（Siarhiey Vazhnik）、该书译者白哲翔、编辑奚明昭（原

名 Maryna Yaromka）以及多位中国语文学教研室教师出席了

此次分享会。

作者简介：肖水，诗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1980 年

生于湖南郴州。出版诗集有《失物认领》《中文课》《艾草

——新绝句诗集》《渤海故事集：小说诗诗集》《两日晴，

郁达夫——绝句小说诗》。参与合译《布劳提根诗选》《在

美国钓鳟鱼》。曾获建安文学双年奖、未名诗歌奖等多个文

学奖项。

学术信息

◆中文系谢尚发老师的《来自草原的温柔叹息》一文发

表于《长江文艺》2021 年 11 月上，总第 76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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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资讯

10 月 13 日（周三），下午，文学院党委举行理论学习

中心组会议，贯彻落实上海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院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教工党支部书记、研究生党总支书记、

本科生党支部书记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吴仲

钢主持。会上，吴仲钢书记传达了上海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精神。与会人员围绕李强书记在上海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结合学院实际，作了交流研讨。

10 月 15 日（周五），中午，上海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

科和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上海大学中国史

学科中青年教师午餐会”第一讲，由历史系杨雄威副教授作

题为《俞樾预言诗与晚清士人的历史意识》的主题演讲，讲

座由舒健副教授主持。12 位中国史学科的中青年教师，与近

20 位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10 月 15 日（周五），下午，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

流本科专业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联合主办了“二十世纪中

国研究系列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项静副教授作

题为《清歌与壮游：我们的八十年代》的报告，讲座由李海

霞副教授主持，8 位中文系教师与近 30 位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参加了讲座。

10 月 15 日（周五），下午，文学院、微电子学院共同



- 4 -
主编：宋桂林 责任编辑：郑丽 本期编辑：赵影

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上海大学心理辅导员中心朱艳老师

主讲。活动由上海大学研究生辅导员心理育人工作室（培

育）、文学院心理解忧小屋共同承办。微电子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文学院党委副书记袁铭，文学院团委书记赵影，

团委副书记宋亚丽及微电子学院、文学院一百余名本科生、

硕士生、博士生参与活动。

迟到的消息

10 月 9 日-10 日，以“使命、合作、担当”为主题的首

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在安徽亳州举办，该峰会由工信部工业

文化发展中心、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上海大学、亳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安徽古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办。研讨会由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

究中心主任吕建昌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段勇与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分别致欢迎

辞。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22 位学者在本次研讨会上

进行学术宣讲。段勇在致辞中回顾了上海大学近百年的发展

历程，充分肯定了上海大学立于中国工业之都多年以来对于

中国工业遗产研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并衷心地希望与会同

仁共同推进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保护、利用，在国际上持

续发出工业遗产的中国声音。

《周志》团队期待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