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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简帛研究中心授牌 

  2005年9月15日下午，学校在行政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人文社会科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授牌仪式。社科部部长沈壮海教授主

持会议，胡德坤副校长、社科部谭玉敏副部长、基地办张发林主任出席。参加会议的有本次增列的5个校级重点研究基地成员以

及相关学院领导，其中有历史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何德章教授和历史简帛研究中心成员陈伟、彭浩、李天虹、刘国胜。 

  谭副部长宣读了学校《关于增列简帛研究中心等机构为人文社会科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的通知》。胡德坤副校长将各基地

铭牌一一授予各基地负责人。陈伟代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接受铭牌。    

  授牌后，各基地负责人发言。胡副校长、沈部长也发表讲话，要求各基地按照《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

实施办法》，切实搞好建设，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陈伟在代表简帛研究中心发言中说：“学校根据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部署，决定将简帛研究中心列为校级重点研究基

地。这一决策英明而富有远见。作为中心成员，我和我的同事，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关于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陈伟谈到：   

  1、遵循《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实施办法》， 在学校、学院的领导、支持下，不断凝练学科方向，汇

聚学术团队，围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咨询服务等方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中心的持续发展。   

  2、学术方向， 定位在相关的三个层次，这就是：①以战国文字为主的古文字研究；②以简帛为主的战国秦汉出土文献整

理与研究；③以简帛文献为主要着眼点的先秦、秦汉史研究。这三个层次相互促进，并且将传统研究方法和最新科学技术有机

结合，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饱满的创新精神   

  3、建设目标： 学校的校级文科基地，总共有十几个，我们决心要走在最好的一批当中。通过五六年的努力，使中心在战

国秦汉简帛领域，成为国内外同行中最好的研究机构；在先秦、秦汉出土文献领域，也位居前列。   

   

  对于开展的工作，陈伟择要列举了五点：   

  1、学术团队建设， 分三个层次：①基本队伍、专职研究人员五人左右；②校内兼职人员，文史哲相关学科老师十人左

右；③校外兼职人员，主要是通过课题组和聘请访问学者、兼职教授，形成更大的学术方阵。   

  2、成果发表和交流平台：办好一个学术网站、 一个学术集刊、每两周一次的简牍研读会、每年一次简帛国际论坛。这四

项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资料和设备：通过购买、 复印和交换，在两三年内配齐国内出版、发表的绝大部分专业资料，和海外出版、发表的大

部分资料。完善出土文献解读实验室的建设，让早稻田大学提供的红外线成像系统发挥作用，并尝试引进其他新技术，使出土

文献解读的硬件跟上世界先进水平。   

  4、科研工作：高质量完成在研项目， 即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以及与香港大学合作的“楚简字形、辞例数据

库”编制、与早稻田大学合作的“张家山法律简研究”，形成一批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标志性成果。并酝酿新的研究项目。 

  5、扩大、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联系。陈伟强调说：“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紧迫感，通

过科学规划和创造性工作，让学校的投入产生最佳效益，把简帛研究中心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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