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学诚教授荣获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

科研处    提供    2008年9月4日

 

    在教育部200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申请中，我校人文学院华学诚
教授申报了题为《<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的课题，申报的项目级别为重点项
目。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本年度共通过了53个资助项目（见附表），华教授
申请的课题获得通过，申报级别由重点项目提升为重大项目，成为本年度获得资
助的两个重大项目之一。评审结果2008年7月4日－2008年7月24日在网上公示，
近日正式下达了立项通知。 

    华学诚教授的这一课题是此前承担的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二期）《扬雄<方言>与汉语史研究》的后期研究；这两个先后立项前后关联的
课题，是华学诚教授二十多年研究基础的延伸和深化。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由两
个大部分构成，形成专著7种，约150万字。第一个大部分是，《方言》本体专题
研究和《方言》注家研究，形成专著3种，约70万字。第二部分是，两汉语法、
语音、词汇研究，形成专著4种，约80万字。 

     该研究的主要特色是以关键历史时点的专人作品为基础材料，融专题研究
与整体研究、时点描写与历史考察于一体，从而探索两汉时期语言文字的分期属
性，并希望这一方法能够对汉语史研究提供借鉴。具体说，主要创新之处有：
1）摆脱了单纯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某一个方面，甚至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小
专题进行研究而定性的方法，而采用多个重要专题与时点专人语料整体研究相结
合的方法。2）摆脱了只根据专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做法，而强调以某时点代
表性人物的全部作品作为基本材料，同时结合重要专题进行历史比较。3）不仅
重视两汉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比较，更重视两汉时期之内各个时段的历史比较，
从而试图描写出两汉期间汉语各个方面的具体历时演变，为最后确定两汉语言特
点和历史性质提供可靠依据。 

    该研究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有：1）有利于深入认识《方言》，并促进利用
《方言》对汉语史展开多方面的研究。2）有利于科学认识两汉语法、词汇和方
音面貌，为客观了解两汉语言面貌并进而为科学区分这段历史的汉语史分期归属
提供依据。3）有利于深入了解《方言》用字现象和汉代方言俗字现象。 

    该研究预期实现的突破有：对扬雄《方言》和两汉语言中若干专题进行研
究，使研究形成在宏观层次上的点面结合研究格局，并取得下述主要突破：1）
有关两汉语法研究的专题，构筑时点和时段结合的研究格局：扬雄作品词类研究
属于专人作品语法描写，提供两汉之交文人作品语法面貌的成果；两汉语法专题
研究选择语法史中能够反映语法面貌之性质的重要专题进行历时考察，并结合上
述共时描写来探索两汉语法演变的具体情形。2）有关两汉词汇研究的专题，构
成方言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结合的研究格局：《方言》的词汇研究不仅能够全
面反映《方言》的词汇构成，而且可以集中反映出两汉方言口语的很多词汇特
点；扬雄作品词汇的系统描述，则能够反映出两汉之交书面语的词汇面貌。3）
有关两汉楚语方音研究的专题，则以《方言》提供的材料和方言区划为基础，全
面勾稽两汉楚语文献，包括出土文献中的方言资料，探讨其时楚语文献所反映的
楚方言特点。这一研究彻底摆脱动辄根据有限资料构建音系的做法，强调文献考
据法和历史比较法的有机结合，确定可行的、可靠的有限目标，为上古方言（方
音）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路子。4）有关《方言》文字研究的专题，则集中对扬
雄《方言》中的用字现象进行全面梳理、系统研究，提供扬雄《方言》用字情况
的系统全面的科学报告。 

    华学诚教授的这一项目是由多年形成的科研团队承担的，参加者除了我校魏
兆惠博士外，还有来自复旦大学等其他五家高校的年轻专家。 

    附录： 

    教育部200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评审结果一览表 

    学 校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学 科 立项类别 

    北京语言大学 华学诚 《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 语言学 重大 

    四川大学 徐玖平 循环经济系统综合集成理论与技术及实现 管理学 重大 

    武汉大学 杨泽伟 国际法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法学 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 隋彭生 用益债权原论 法学 重点 

    北京师范大学 康永久 知识输入还是制度重建：公立学校制度改革的中国道
路 教育学 重点 

    长春工业大学 韩明友 生命的信息本质与生物进化的信息机制研究 哲学 重
点 

    西南大学 郑茂平 音乐审美心理研究 艺术学 重点 

    山东大学 祁海文 乐记集注通释 中国文学 重点 

    华中师范大学 熊铁基 汉代学术史论 历史学 重点 

    华南理工大学 祁明 TRIZ与公共创新服务体系 管理学 重点 

    华中师范大学 钟德涛 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与演变 政治学 一般 

    天津师范大学 佟德志 比较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学 一般 

    海南师范大学 童光政 中国民事立法本土资源利用研究 法学 一般 

    清华大学 张新军 战争受害中国公民法律救济中的国际法问题 法学 一般 

    华中科技大学 洪浩 建设工程优先权问题研究 法学 一般 

    厦门大学 林秀芹 促进技术创新的法律机制研究 法学 一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胡弘弘 宪法视野中的公民制度 法学 一般 

    西北师范大学 李怀 “城中村”改造中的国家与社会——基于广州市X村的
个案分析 社会学 一般 

    宿州学院 鄢化志 学者典范 师者楷模－－北大教授孟二冬评传 社会学 一
般 

    广西大学 刘洪 视像传播机理引论 新闻学与传播学 一般 

    山东大学 李欣人 反思与重构：人学视野下的西方传播理论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一般 

    浙江大学 施旭 中华文化话语研究 语言学 一般 

    西南大学 石伟 自尊的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心理学 一般 

    清华大学 罗选民 互文性与翻译 语言学 一般 

    中山大学 许长青 产学合作与法律制度创新：大学知识产业化的立法促进研
究 教育学 一般 

    复旦大学 王新生 卡尔•拉纳神哲学“先验人学”探析 宗教学 一般 

    浙江大学 何善蒙 三一教研究 宗教学 一般 

    东北大学 陈凡 技术哲学思想史 哲学 一般 



    南开大学 钟汉川 马克斯•舍勒的价值伦理学研究 哲学 一般 

    武汉理工大学 杨怀中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 哲学 一般 

    西南大学 冯颜利 社会公正和科学发展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 一般 

    暨南大学 赵 君 西方后现代文艺转型期纳博科夫对文艺理论重大命题的超
越性思考 外国文学 一般 

    苏州科技学院 杨军 元稹资料汇编 中国文学 一般 

    济南大学 傅洁琳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研究 外国文学 一般 

    武汉音乐学院 孙晓辉 唐宋词调研究 艺术学 一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犇 羌族造物艺术的文化生态 艺术学 一般 

    山西大学 张俊蜂 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 历史
学 一般 

    四川师范大学 许晓光 日本近代早期非传统政治思想研究 历史学 一般 

    南京大学 李里峰 变动中的国家、精英和民众——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
变迁（1945—1953） 历史学 一般 

    暨南大学 陈文 越南科举制度研究 历史学 一般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雒有仓 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 考古学 一般 

    南京大学 付文林 财政体制变革的经济绩效研究 经济学 一般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耿 转型期中国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研究：基于行为经济
学的个体偏好视角 经济学 一般 

    浙江大学 范柏乃 地方政府信用对地方政府绩效的激励研究 管理学 一般 

    长安大学 董千里 物流集成理论及实现机制研究 管理学 一般 

    武汉科技大学 佘春雨 基于模糊理论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风险管理研究 管理
学 一般 

    华中科技大学 李昭华 战略性环境政策的贸易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及我国
的对策研究 经济学 一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全伦 企业收入分配的基本结构与测算依据研究——一
种四维企业产权视角 经济学 一般 

    华中师范大学 段尧清 政府信息公开的机制研究 图书情报文献学 一般 

    湖南大学 吴志明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研究 经济学 一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郑海东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测量维度、影响因
素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 管理学 一般 

    西安交通大学 李国平 中国区域工业差异与经济增长空间分布动态研究 经
济学 一般 

    中国矿业大学 聂锐 中国东部地区能源发展模式研究 管理学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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