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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三批 

优秀成果出版座谈会纪要 

 
经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批准，9月20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

北京组织召开了《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三批优秀成果出版座谈会。首都社

科界部分专家学者、主要出版单位负责人、第三批优秀成果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

单位领导和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等近50人参加了会议。李文海、陈先达、张炯、

郑杭生、吴元迈、高丹盈、朱向前、萧放、张小平等9名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三批10部优秀成果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

教授和萧放教授主持完成、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俗史（1-6卷）》；中国

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主持完成、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

的分系与四系》；贵州省委党校尹振环教授主持完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识

老子与〈老子〉——其人其书其术其演变》；中山大学黄文杰副教授主持完成、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郑州大学杨天宇教授主持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郑玄三礼注研究》；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主持

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云南

大学张国庆教授主持完成、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四诗品〉诗歌美

学》；中国社科院王焕生研究员主持完成、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古罗马文学

史》；解放军艺术学院朱向前教授主持完成、学习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旅文学

50年（1949-1999）》；郑州大学王书才副教授主持完成、学习出版社出版的



《〈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10部成果内涵丰富、装帧美观、编校质量一流；它们

的出版是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一次重要的、集中的、高水平的展示，必将对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今后的发展和学术品位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社科基

金成果文库》第三批10部优秀成果的出版，再一次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在引导和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付出辛劳，结出了硕果，做出了贡献。 

会议认为，这10部成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导向正确，反映了作者能够

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思考问

题、研究问题；二是注重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三是创新性

强，特别是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方面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

前进；四是积累丰厚，体现了作者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和打造学术精品的不懈

努力，以及勇攀学术高峰的执着追求；五是文风清新，既注重学理分析和学术规

范，又注重运用简洁易懂的语言来阐明深刻的道理。 

会议指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三批10部成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基础理论研究又一批标志性的优秀成果。它们的产生，离不开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处理好把握正确导向与推陈出新的关系，二是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三

是兼顾学术广度和深度，四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清新活泼的文风相结合，五

是有优秀的首席专家和出色的研究团队，六是高质量的内容与高质量的形式的统

一。 

会议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各有关方面应围绕《国家社科基金成

果文库》编选和出版工作，总结经验，精益求精，推出更好更多的传世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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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第三批10部优秀成果简介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三批10部优秀成果，涉及哲学、社会学、中国

历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等学科。总的看，这批成果具有导向正确、

视野开阔、论证深刻、文风良好、学术规范、原创性强、价值厚重等特点。它们

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习

出版社等5家出版单位出版。下面对这10部成果分别作一简要介绍。 

 

《中国民俗史（1—6卷）》简介 

 

《中国民俗史（1—6卷）》是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中国民俗史研究》（批准号为00BSH001）的最终研究成果，共380万

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学术界以往对风俗史的研究大多从史学的角度展开，而且往往忽视中下层民

众的文化生活，没有一部用民俗学理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民俗起源和发展的学

术著作。这项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以民俗学理论为基础，采用文

献、考古、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中国民俗的起源与发展作了动态的、多角度

的描述与分析，全面展示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中下层民众的精神文化与生活文

化，系统分析了民俗文化生成、演进的一般规律，深刻揭示了中下层民众在民族

文化产生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该成果共分六卷，即先秦卷、汉魏卷、隋唐卷、

宋辽金元卷、明清卷、民国卷，每卷都按照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三个

部分展开。 

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专题巨著”，“对我国民

俗文化的研究是史无前例的”，“不仅是对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补充，而且也丰富

了世界人类文化史，同时还为了解我国现实国情提供了历史依据，对于民族文化

认同、传统文化保护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重识老子与〈老子〉 

——其人其书其术其演变》简介 

  

《重识老子与〈老子〉——其人其书其术其演变》是贵州省委党校尹振环教

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新辨析帛书老子——据简帛佚籍及战国两汉

文字编进行再考证》（批准号为03BZX025）的最终研究成果，共38万字，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 

对《老子》和老子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常常涉及以下几个基

本问题：老子究竟是谁？《老子》是为谁而写的？简、帛《老子》与今本《老

子》哪一个更接近“原生态”？东汉后的《老子》有哪些重大变化？老子术的源



流是怎样的？  

这项成果依据大量古文献资料，通过考证认为，《老子》是世界上最早的政

治道德书；《老子》并非成于一时，作于一人；《老子》的作者不是春秋时期的

老聃，而是战国时期的太史儋；楚简《老子》并不是《老子》的节选本，而是

《老子》的古本。该成果用楚简《老子》考证了帛书《老子》文字的讹误，用

简、帛《老子》考证了今本《老子》文字的讹误；对帛书《老子》的篇次、篇

名、分章、章序逐一进行了考证，证明它被唐玄宗用圣旨颠倒了篇次；论述了东

汉后《老子》的发展演变；剖析了《尚书》、《易经》对《老子》的影响以及

《老子》对《孙子兵法》的借鉴。 

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对老子其人其书其术的系统阐述”，“在《老

子》和老子研究中独树一帜，提出了不少言之有理的创新性观点，将该领域的研

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十四诗品〉的诗歌美学》简介 

  

《〈二十四诗品〉的诗歌美学》是云南大学张国庆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二十四诗品〉的诗歌美学》（批准号为02BZW015）的最终研究成

果，共43万字，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是中国古代一部经典诗歌美学著作，

理论蕴涵丰厚，言极简而意极深，对后世诗歌理论有较大影响。自清代尤其是上

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诗品》研究日见增多，现已成为海内外学界众目所瞩的一

门显学。但已有研究往往偏重对《诗品》的文字意旨作注解疏释，而对其理论意

蕴探究不够。 

这项成果在细致考察《诗品》文字意蕴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诗品》的理



论内涵和总体特色。该成果认为，《诗品》的鲜明特色及其对中国美学的重大贡

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诗品》对于文学艺术风格的研究和揭示，

涵盖面极广，理论性极强，体会极真切，见解极精深，在中国古代美学关于文学

艺术风格研究的领域中，堪称独步；二是《诗品》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美学

中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雄浑、冲淡、豪放、劲健、典雅、沉著、旷达、悲慨、

自然、含蓄等，或作出精彩的理论阐释，或作出严整的理论建构；三是《诗品》

建立了自己严整的诗学理论结构，是中国美学史上体系性著作的杰出代表。 

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诗品》研究带有总结性的一部理论性专

著”，“研究基础扎实，学术价值厚重，创新性明显，极大地推动了《诗品》理

论研究”。 

 

《〈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简介 

  

《〈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是郑州大学王书才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文选〉研究发展史》（批准号为96AZW009）的最终研究成果，共

36.6万字，由学习出版社出版。   

《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选

学”从隋代开始兴起，目前仍是我国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此前

学术界在《文选》成书、版本、选录标准、文体学等方面取得了不菲成果，而在

《文选》研究史方面则相对薄弱，没有一部从发展史的角度全面研究、评价历代

《文选》研究成果的著作。 

这项成果全面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系统研究了自隋代萧该撰写《文选音

义》到清末李审言撰写《选学五书》这一长达1300多年的《文选》研究发展史，

深入探讨了隋、唐、宋、元、明、清六代《文选》学与当时的学术潮流、科举制



度的关系，清晰地勾勒出我国古代《文选》研究的发展轨迹和历史经验，并以

《文选》研究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时期——唐代的《文选》注释学和清代的《文

选》考据学为重点，客观详细地评述了各个朝代有代表性的选学著作的内容得失

及其在选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第一部《文选》研究史专著”，“开拓了《文

选》研究的新领域，填补了《文选》研究的学术空白”。 

 

《郑玄三礼注研究》简介 

  

《郑玄三礼注研究》是郑州大学杨天宇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郑玄三礼注研究》（批准号为00BZS001）的最终研究成果，共70.7万字，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我国古代礼文化的基础文

献。郑玄的《三礼注》保留完整，是我国古代礼学的渊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

值。研究《三礼注》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迄今乏见有专门研究《三礼注》的著述。 

这项成果分“通论篇”、“校勘篇”和“训诂篇”三个部分，全面系统地研

究了《三礼注》，提出了一些新颖的学术观点。“通论篇”对郑玄及其《三礼

注》进行了整体研究，肯定了郑玄及其《三礼注》在经学及礼学史上的重要地

位，同时指出了《三礼注》存在的一些问题。“校勘编”着重研究了郑玄对《三

礼》异文的校勘，归纳出郑玄校勘《三礼》的条例及其所遵循的原则。“训诂

篇”主要就《三礼注》所运用的“读为”、“读曰”，“读如”、“读若”，

“当为”以及“声之误”、“字之误”等术语进行了研究，辨明了郑玄是在何种

情况下怎样运用上述术语的。 



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研究《三礼注》的重要突破，填补了近几十年

来该领域研究的空白”，“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三礼注》，对礼学乃至我

国传统文化研究以及古籍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简介 

  

《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是中山大学黄文杰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批准号为01BYY020）的最终研究成果，共

25.5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秦至汉初简帛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重要发现之一，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和不可替代的语料价值。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历史、文化和民俗等领

域，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成果较少。 

这项成果从纯文字学的角度，对秦至汉初简帛文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该成果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了秦至汉初的篆隶资料；深入揭示了秦至汉初简帛文

字形体的特点和来源，指出篆隶是一种古文字起了变化而今文字尚未定型的过渡

形态，篆隶除主要来自战国中晚期的秦篆之外，还有部分上承西周和春秋的大

篆，尤其是战国楚地的文字；系统分析了秦至汉初简帛文字形体变异的现象和规

律，对数十种简帛文本进行了字形普查，层层剖析了300多个字例；深入探讨了

过去少有人关注的音近声旁换用和类化现象，阐明了异化与同化、同化与类化、

类化与讹变之间的辩证关系；考释出一系列疑难字词。       

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第一部关于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的学术著

作”，“具有较强的基础性、综合性和前沿性，是一项标志性成果”，“对丰富

汉字发展史、汉字形体学以及古文字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理气性心之间—— 

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简介 

  

《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是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主

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明理学分系与湖湘性学研究》（批准号为

01BZX026）的最终研究成果，共41.6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以来，人们发现宋明理学传统的二系（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分不

足以解释宋明理学的丰富内涵和思想全貌，相继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三系说：将张

载气学独立出来而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并立的三系说；五峰—蕺山系与陆王

系、程（颐）朱系并立的三系说。 

这项成果论述了胡宏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及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影响，阐明

了性学的基本观点，将“性”范畴和性学作为宋明理学的枢纽，重新审视了宋明

理学的产生、发展和分系，提出了将性学与气学作为独立的理学派别而与程朱、

陆王二系相并立的宋明理学四系说。该成果认为，以性为枢纽各系之间可以相互

过渡，四系的并立与一性的通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理学的“全体”与理学的

分系本来就是相互发明；学者们不论主张以何范畴为本，都在不同层面上接受以

性为本的逻辑并维系着儒家学术的“一本”；四系成立的关键在于性学一系的理

论建构和以性范畴为中心对整个理学发展史的重新梳理。 

鉴定专家认为，这份成果“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宋明理学分系的理论专著，集

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研究的前沿水平”，“为宋明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

点，具有明显的学术创新性”。 

 

《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简介 



 

《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是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主持完成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批准号为

01BZS008）的最终研究成果，共37.7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宗教是明代国家权力机关运作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对于认识明

代国家管理经验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学者比较注重研究民

间宗教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般倾向于强调宗教信仰与国家政策的冲突

性。国内学者多以个别政策、事项或者个别区域的民间信仰活动为对象研究明代

宗教问题。这些研究缺乏对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的通观性考察。 

这项成果系统考察了明代国家宗教管理理念和宗教政策、宗教活动及其内

容、宗教管理机构、寺院经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以及秘密宗教等问题，全面梳理

了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的整体面貌及其演变。该成果认为，明代国家宗

教制度与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坚持政治世俗化，承认宗教多元化，保持社会秩

序与边疆稳定；明代宗教管理制度少变化而政策多变化，宗教政策的变化伴随儒

家士大夫群体与皇室贵族的尖锐冲突；明代制度化宗教完全依附国家权力，使国

家得以实现对各个宗教的控制，同时增强了宗教人士阑入政府机关的欲望，转而

引发了关于国家政治受宗教影响的焦虑和论争；明代民间宗教信仰基本自由，宗

教生活的多元性反映社会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首次对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考察”，“填补了我国断代史研究中关于宗教制度与政策研究的空白”，

“对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简介 

  



《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朱向前教授主持完

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50年研究》（批准号为99BZW029）的最终

研究成果，共53.7万字，由学习出版社出版。   

军旅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学术界此前缺乏一部完整、

系统研究军旅文学的专著。这项成果按照文学体裁的不同，分别对当代中国50年

（1949—1999）的军旅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轨

迹进行了系统考察，深刻总结了当代中国50年军旅文学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局限，

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学术观点。该成果辨析了“军旅文学”与“战争文学”、“军

事文学”的内涵，将当代中国50年的军旅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十七

年、80年代、90年代，指出了当代中国军旅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党和国家及军队工作大局服务的显著特征。 

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军旅文学的学

术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创新意义”，“对于回顾和总结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的历

史经验和教训，进一步繁荣发展军旅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罗马文学史》简介 

 

《古罗马文学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焕生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古罗马文学史》（批准号为00BWW008）的最终研究成果，共59.4万字，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古罗马文学作为欧洲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历史悠久、内容丰

富、价值厚重，而且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研究

古罗马文学对于深入理解欧洲文学的底蕴和内涵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国

学者对欧洲古典文学的研究一直偏重希腊，而对古罗马文学重视不够，缺乏一部



比较系统的古罗马文学史专著。 

这项成果系统叙述了自公元前8世纪古罗马产生至公元5世纪后期西罗马帝国

灭亡期间整个古罗马文学的演变发展轨迹，重点介绍和评述了古罗马文学在不同

时期的主要特点和成就。该成果认为，古罗马文学的萌芽和初步发展具有自发的

本土特点，但古罗马尚武、重农、轻文的特点使得文学发展滞缓；古希腊文学的

影响促使古罗马文学迅速摆脱滞后状态而兴起，但这同时压抑了原有的许多本民

族因素的继续发展；奥古斯都时期是古罗马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了许多经

典作品，但文学的政治化和过多的个人颂扬削弱了古罗马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古

罗马帝国后期，社会衰落和思想空泛成为文学迅速衰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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