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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1 年第 18 期（6.14-6.20） 总第 529 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各个方

面发生的新闻。

学术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报》6 月 21 日专版刊出“创意写作与

新文科建设”专题版面，分别为谭旭东《新文科背景下的创

意写作学科发展》、张永禄《新文科是创意的文科》和许道

军《新文科为创意写作“正名”》。

◆《文艺论坛》2021 年第 3 期专题刊发中文系博士生柳

伟平两篇论文《中国当代儿童诗的审美取向》《场景互换·以

动写静·古诗重述——论王立春儿童诗的“陌生化”写作》

及其导师谭旭东教授的短评《在理论与创作双栖的路上——

柳伟平印象》。

◆ 中文系博士生汪一辰（导师曾军教授）的文章《作

为话语构成的现实主义及其历史化考察——以秦兆阳“广阔

的现实主义”为中心》刊发于《江淮论坛》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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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资讯

6 月 15 日（周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张淑一教授受邀为我院师生作《楚简公文书的人

名记写形式：兼与秦简记名之比较》学术报告，报告会由副

院长宁镇疆教授主持，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形式。

6 月 16 日（周三），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应墨西哥“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邀请，在其年会上作题为“如何

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的主旨演讲。

6 月 18 日（周五），由文化研究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

中心和当代文化研究网联合主办的“2021 年文化研究暑期读

书会”正式启动，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重访政治经济学：

从‘剩余价值’到‘跑步机效应’”。由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雪琴副教授和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王行坤副教授联袂担任领读人。读书会将从 6 月持续

至 9 月，阅读书目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

第一卷部分篇章，以及普殊同的《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

6月 18日-21 日，应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邀请，

历史系宁镇疆教授出席“三代社会形态座谈会”。本次座谈

会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大型“中国通史”项目的一部分，

与会专家就中国古代的奴隶与奴隶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讨和交流。

6 月 18 日（周五），中午，文学院举行二季度教师集体

生日会，党委副书记袁铭出席生日会并为寿星们送上了美好



3
主编：宋桂林 责任编辑：郑丽 本期编辑：迪拉热·达吾提

的祝福，老师们分享蛋糕、畅叙友情、其乐融融。

6 月 19 日（周六），“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

100 年高峰论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历史系刘长林

教授在论坛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经验”的主题发言。

6 月 20 日（周日），上海大学校园开放日活动之面对面

咨询会及专业分流咨询会在校本部体育馆举行，文学院党委

副书记袁铭，副院长倪兰，中文系王淑华、张珊，历史系朱

继平，教学秘书杜晓艳、本科生辅导员梁爽以及各专业学生

代表参加了咨询会。上海大学副校长聂清、招毕办主任陆瑾、

教务部常务副部长彭章友、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孟祥栋莅临

文学院展位指导工作。文学院师生为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

详细解答了课程设置、就业情况和校园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鼓励和欢迎广大考生积极报考文学院。

迟到的消息

5 月 22 日（周六），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所和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文本变迁与思

想新诠：《老子》研究高端学术沙龙”在浙江杭州举行。本

次沙龙主要讨论《老子》的文本变迁与思想诠释，旨在反映

学界在《老子》研究中的最新动态和工作进展。沙龙以线上

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召集人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

教授（线上）、上海大学宁镇疆教授（线下）。与会专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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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郑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志平研究员、北京师

范大学李锐教授、复旦大学林志鹏教授、济南大学何家兴教

授、清华大学程浩副教授、四川大学吴毅强副研究员以及上

海大学赵争博士、东华大学成富磊博士等。与会学者来自语

言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等不同研究领域，从多个角度

对《老子》文本和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沙龙气氛热烈，论辩充分，在《老子》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上

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周志》团队期待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