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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十一项成果喜获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出处：科研处

  在2009年12月公布的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我院有十一项科研成果获奖，较高等级奖

项数量较上届有所突破。其中，有四项成果喜获一等奖，获奖数量紧随浙江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并列排名

全省第二。这四项一等奖分别是： 

  1、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人民出版社），获

基础理论研究类一等奖。 

  成果简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我院主持的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于2000年启动。2008年

底，整套102部传记全部出齐。《丛书》为两千年的浙江文化作了一个总的盘点，以宽阔的视野检阅了浙江

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名人，再现这些文化巨人文化创造的艰辛旅程，揭示了丰富交杂的历史中的若干亮点，为

浙江人与浙江精神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 

     这102部传记中，为传主首次撰写单本传记在大陆出版的有39部，约占40%。一些有较大影响、但乏人

研究渐渐淡出记忆的文化名人得到关注，一些作出重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回避的文化名人得到了公正

的评价。不少传记在传主的生平事迹上有较大的突破，或者考辩以前的众多旧说纰漏，或者解决了多年来未

解的疑案，或者对理解传主的心路历程有新的启迪，对传主研究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一部分传记由传主的

后人、学生等写成，还有一部分则由传主亲属等热情提供外面不易见到的相关资料，具有第一手资料价值，

受到读书界的青睐。还有部分专著产生了国际影响，如《谢灵运传》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表现出了中国

文化的向外辐射力。 

    在科研组织上，《丛书》以项目为平台，在院内实行跨学科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同时，汇聚国内相关

领域优秀科研力量，共同完成这项重大的历史文化研究工程，开创了浙江名人与文化系列研究的先河。 

 2、万斌等：《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6月版），获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类一等

奖。 

成果简介：本书以人学理论为研究基础，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科学体系的当代

建构作了新的探索。介绍了历史及历史哲学的含义、历史哲学的演进历程、历史哲学的科学形态，着重分析

了历史哲学研究的人学基础。同时，揭示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历史哲学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并分别就历史

主体和客体、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方法论、历史调节机制论等问题，作

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力图对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有新的读解。最后，对历史进步、世界历史

理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旨归。 

  3、吴蓓：《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版）获基础理论研究类一等

奖。 

  成果简介：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吴文英词的笺释本。集版本汇校、词义笺释、资料集评、音律考

识等多方面于一体，版本汇校精良，资料网罗周全，训诂考订，依从古学，笺词释义，时出新见，且制订索

引、方便查阅。专家评论为“整体上超越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杨铁夫的《吴梦窗词笺释》，成了梦窗词研究

史上第一部对原著进行系统、完备而准确的文本解读之作。” 

本书的突破性价值表现在以下几点：1、打破机械的笺订考释，呈现出一定的整体研究的态势。本书的眼

光，常常超越单首词作，而关照到整个词集文本相同词或者同类词的解释。2、超越乾嘉古学模式，初具现

代理论思考。本书的笺释，可以说是“重视证据罗列，主张述而不作”的朴学理念的一次践行。但作者有意

识地规避了考据学忽视理论的缺陷，在实践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特质。3、提出“骚体造境法”，为梦窗

词拨去迷雾。作者创造性提出“骚体造镜法”这一理论术语。作者发现在长达七百多年的梦窗词接受史中，

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方法上的缺失——这就是人们一直没有发现，梦窗词中相当一部分被误认为是写爱情的作

品，其实是用“骚体造境法”写成的亲情友情之作。作者运用“骚体造境法”对具体作品的解读，被评论家

认为是“令人不得不信服的重新解读”，对于“阅读、理解梦窗词很有启发与独识。可说是给了一把进入梦

窗灵魂世界，解读其迷花幻月的艺术天地的金钥匙”。这种手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前贤今彦对梦

窗词的解读。同时，使梦窗词不再让人觉得那么神秘和难懂。 

  4、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获应用理论与对策咨询类一等奖。 

  成果简介：这是一部旨在剖析浙江三十年现代化发展演进逻辑的社会学专著，以社会转型与变迁为视

角，以浙江现代化进程为中轴，以浙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现代化实践形式为案例，提出了诸多有现实意义

和学术价值的问题：浙江三十年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浙江三十年现代化实践对已有的现代化理论

是否提出了新的挑战？浙江三十年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是否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现代化地方性知识？假如已经形

成这样的现代化地方性知识，那这样的现代化地方性知识是否具有某些共同性和普适性意义？而与此相联的

问题就是，现代工业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



道路？社会重组与社会结构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

基的自下而上道路？现代化发展起点是否必然如韦伯所说的家庭与企业的分离，还是可以采取家庭与企业相

结合？传统的元素是否只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化的过程是否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确立的过程？ 

从这些问题出发，本书深入分析解读社会化小生产这一浙江现代化的一种实践形式，探究其演变历程与生产

实践形式，揭示其内生的逻辑，讨论其对浙江社会现代转型、创业富民的内在机理，以浙江现代化的实证个

案作为经验事实来验证提出的问题，并以此来逻辑性地阐述浙江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张力，建构现

代化理论的中国地方性知识。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立足社会实证调查，以丰富翔实的田野资料为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充分利用已

有的研究成果与文献材料，把这些文献与实证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与研究，归纳特征，进行学理思

考。 

  在本次评奖中，我院有两项合作成果获得二等奖。一项是吴晶（与人合作）的《西溪湿地保护利用

模式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0月）获应用理论与对策咨询类二等奖。 

该课题运用生态学理论以及现代、后现代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理论成果研究西溪湿地自

然文化特征以及保护管理模式的首部专著，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创新性。主要内容包括：西溪湿地的生成机

制和结构功能、西溪湿地的生态特征与文化价值、西溪湿地与城市生活品质、西溪湿地与新经济理念、西溪

湿地与城市有机规划、西溪湿地的演替与发展、西溪湿地的保护管理机制、西溪湿地保护利用的模式特征与

价值等。重点提出如下基本观点：1．西溪湿地保护与利用应当实现效益最大化公约；2．西溪湿地保护应当

采用制度化管理和运行模式；3．西溪湿地应当采用政府主导型保护性建设模式；4．西溪湿地保护与建设应

当有恰当的主体。 

  另一项是唐明良（与人合作）的《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中国法学》2007年第2

期）获基础理论研究类二等奖。 

  该课题综合运用法解释学和法政策学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国内率先全面检讨了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核

心——行政行为理论的功能局限，提出弥补其功能局限的学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整个行政法学研究的

新方向。国内行政法学权威，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等在《稳健发展的中国行政法学》（载

《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一文中对本文进行了长达1300余字的论点摘编和评述，并认为：“《现代行政

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长文可谓近年来对传统行政法学研究反思并对规制(管制)理论进行全面讨论的代表

文章。” 另根据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和CSSCI数据库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本文已被累计引用10次，其中

CSSCI来源期刊引用4次。 

还有五项成果（包括合作成果）获得三等奖，分别是： 

  1.王金玲：《跨地域拐卖或拐骗——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

月版）获应用理论与对策咨询类三等奖。 

  成果简介：该课题从中国大陆人口买卖的实际状况和本土特征出发，基于所掌握的资料，力图从流出

地、流经地、流入地三个角度，聚焦于出于营利动机在境内被实施婚姻拐卖、收养拐卖、劳动力拐卖和营利

工具拐卖成为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和子女）、廉价劳动力和性服务者的健康的妇女（包括成年和未成年）和

儿童（包括男童和女童）、她/他们的拐卖者和收买者，探讨这一具有社会蕴涵的个人事件发生背景、过

程、后果、对当事人和所在社区的影响和意义等，进一步把握中国大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变化规律、特征及

趋势。 

     课题的特点之一是，从可获得性和有效性出发，尽量以“局内人”的视角和立场来了解和理解事件发

生的背景和当事人的选择，以建构一种当事人的经验/知识、基础和建立其上的行动逻辑。 

     特点之二是大量一手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材料基础。作为本研究主要分析文本是本课题组前

期完成的流入地被拐卖/骗妇女访谈资料、拐骗妇女从事性服务违法犯罪者访谈资料、拐卖妇女犯罪者访谈

资料。其中，流入地被拐卖/骗妇女儿童访谈资料共38份，为“华东五省云南/广西藉未成年被拐卖/骗妇女

儿童流入地个案调研”项目（2002——2004，由英国救助儿童会资助）田野调查成果；拐骗妇女从事性服务

违法犯罪者和拐卖妇女犯罪者访谈资料共10份，前者为“社会——心理——医学赋权性服务妇女新模式”项

目（1998——2007，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调查成果，包括因拐骗妇女从事性服务被处徒刑者和因从事性服

务被处以劳动教养者，而在访谈中发现其也有拐骗妇女从事性服务行为者；后者为“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与

妇女犯罪”课题（2000——200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调查成果；对被处以劳动教养者的调查于

1998年在浙江省妇女劳动教养学校进行，对被处以徒刑者的调查于2001年在浙江省女子监狱进行，均为在调

查问卷上说明愿意接受访谈者中分类型挑选，签下同意使用其访谈资料的同意书后进行一对一的访谈。 

  2.潘捷军：《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进程与流动人口问题——我国“三农”问题的双重视野、双

向效应和双轨路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获应用理论与对策咨询类三等

奖。 

  成果简介：论文主要观点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二元结构，破解二元结构的关键是坚定不移地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发展战略。由于我国有高达上亿且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

“三农”问题就必须关注流动人口问题。由于流动人口长期在城乡间流动，因而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城

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这个“双重视野”加以分析。长期以来，流动人口为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都

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流动人口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的“双向效应”。从流动人口入手解决“三农”问

题的“双轨路径”是：一方面要从解决后顾之忧、新农村建设和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等途径妥善解决流动人

口问题，让流动人口作为重要力量和积极因素参与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流入地工作力度

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等举措多管齐下，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

问题。 



此文系2005年省委省政府领导重大课题。2006年3月，以此文为基本内容的人民代表建议，由浙江代表团13

位代表联名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被大会以2870号建议采纳）。 

  3.《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江苏凤凰出版社2007年3月版）获基础理论研究类三等奖。 

  成果简介：该丛书是目前为止国内外有关王阳明门人后学的一套相当完整的文献汇集，是阳明学研究不

可或缺的基本资料。该丛书搜罗各种善本，辑补各种资料，搜罗所致，远达海外，力求完备。《丛书》编校

者在体例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事先进行较为完善的版本调查，制定了严谨的编纂体例和校勘体例，既照顾

到每种书的自身特点，又尽量保持《丛书》形式的统一完美。全书采用了目前所知的最好版本为底本，博采

他本，对原书精心校勘整理，简明扼要地记录了校改的依据，可谓精校精勘、一丝不苟。故此，该丛书2005

年被正式列入出版计划后，即先后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全国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项目、“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出版”项目及“江苏省‘十一

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4.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8月版）获基础理论研究类三等奖。 

  成果简介：南宋都城临安，在杭州、在中国、在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法国

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认为：“在蒙人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颠峰”；“十三世纪的

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

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

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

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本书对南宋都城临安定都的原因、都城建

设、城市管理、西湖名胜、人口、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5.王宇（与人合作）：《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获基

础理论研究类三等奖。 

  成果简介：本书认为，与以经济腾飞为标志的当代温州现象不同，宋代温州的成长表现为文化软实力的

积累与飞跃。触发这一飞跃的契机是温州人抓住了北宋后期一系列制度转型的机遇，占据了科举的制高点，

通过知识流动获得了理学的话语权，最终从边缘走向中心。而宋代温州这种对宏观政局变化、制度变迁的超

强适应性，至今仍然主导着当代温州的自我更新。 

该书的特色与突破在于把温州学派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从其学派的形成、结构、代际嬗递中进行研究。比较

深入地研究了永嘉学派与朱熹道学的关系，在对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认真梳理、考证、

校注的同时，站在当代温州、浙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对温州传统文化主要是永嘉学派思想的得

失优劣及其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进行思考，概括、提炼出“永嘉学派文化新使命”的一些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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