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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立汉语古文献研究所

人文学院    提供    2008年6月19日

 

    6月14日，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古文献研究所成立仪式暨古文献学科建设与
汉语国际教育史研究座谈会”在人文学院举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
媒大学、哈佛大学、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多家单位学者和《光明日报》、
《中华读书报》、《文化报》、《中国政协报》、国学网等媒体专家与北京语言
大学校内领导和专家共同出席了成立仪式。 

    下午3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汉语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华学诚教授
宣布研究所成立仪式开始并介绍来宾。副校长韩经太教授宣布研究所成立并介绍
了研究所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王路
江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共同为研究所揭
牌。 

    王路江书记代表学校在致辞中指出，北京语言大学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向世界
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为了把的办学层次提升到一个与北语
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更新、更高的水平，学校始终把学科建设始终摆在核心的位
置。王书记肯定人文学院在新班子的带领下在学科建设和学科整合方面取得的成
绩，她说：“一年多来，人文学院相继组建四个研究所。这四个研究所不仅基本
完成了学科的科学整合，而且形成了‘一头、两翼、一基础’的喜人格局：汉语
国际教育研究所是应用型研究的龙头，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两翼支撑汉语国际教育，而今天成立的汉语古文献研究所
则是上述各学科深入研究的基础，也是汉语国际教育规律探讨并进而提出系统教
学理论的基础。我校将全力支持人文学院的改革与发展，并尽可能给予包括汉语
古文献研究所在内的上述各个研究所切实的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韩格平教授代表与会各兄弟院校为研究所
的成立致贺，他说，中国古文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整理与研究古代文献是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作。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以汉语国际推广、以中华
文化的世界传播为主要任务高校，北语在汉语研究、古代文献的阐释、传统文化
的研究等方面聚集了一大批优秀学者，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汉语古
文献研究所的成立为我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事业增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生力
军。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助理、汉语古文献研究所
副所长张德建宣读其它兄弟单位的贺辞。成立仪式上致辞的还有安平秋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北京大学孙钦善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他们对
北京语言大学在汉语的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领导的学术远见、战略
决策等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汉语古文献研究所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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