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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 

——记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研究基地荆楚文化研究中心 

    奔腾不息的长江孕育了灿烂的荆楚文化，灿烂的荆楚文化滋养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在美丽富饶的长

江之滨，屹立着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荆州。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湖北

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荆楚文化研究中心（荆州师范学院）十多年如一日，致力于挖掘整理

荆楚文化，弘扬荆楚文化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荆楚文化研究中心(荆州师范学院)是由湖北省教育厅批准设

置，由湖北省教育厅与荆州师范学院、荆州博物馆共建的荆楚文化研究基地。该中心的前身最早是原荆

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立的“荆楚文化研究室”，1992年，原湖北省教育委员会正式下文批准在原荆州

师专“荆楚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荆楚文化研究所”，该所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置的从事荆楚文

化研究的学术机构。 

    2003年1月15日，在湖北省教育厅组织的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审会议上，专家

组对荆州师范学院荆楚文化研究所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一致同意在原荆楚文化研究所的基

础上，以荆州博物馆为依托，设置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荆楚文化研究中心（荆州师范

学院荆州博物馆）。荆楚文化研究中心现设有办公室、荆楚文化研究资料中心、荆楚历史与文化研究

室、荆楚文献研究室、楚文化考古研究室、荆楚区域经济研究室、文物修复与保护中心、书刊网站编辑

部等机构。基地现有充足的办公场所和相关设备，具有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6

人，其中16人具有高级职称，11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 



    荆楚文化研究中心由荆州师范学院和荆州博物馆合作共建，双方在教学科研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探

索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共建研究基地的新机制。荆州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文物和独具地域特色的文

物珍品陈列，以及考古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享誉海内外。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评选，该馆荣获全国地

市级“十佳博物馆”的美誉。荆州博物馆先后完成众多国家重点考古发掘和研究任务，在古代泡水漆木

竹器、简牍的清理，清洗脱水及古代纺织物的清理与保护等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为了广泛宣传荆楚文化，促进荆楚文化的研究与交流，荆楚文化研究中心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荆楚文

化研究的专业网站。1998年与荆州市电信局合作开办的《楚风遗韵》网站荣获了湖北省精品信息数据库

一等奖。《荆楚文化网》为全国唯一每日更新的荆楚文化研究的专业网站，全方位、滚动式传递楚文化

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信息，《湖北日报》、《楚天金报》等媒体均作过专题报道。 

    10多年来，荆楚文化研究中心在荆楚历史与文化研究、荆楚文献研究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学科优势

和合理的学术梯队，整体实力处于领先水平。魏昌教授系统研究了楚国800年兴衰发展史，撰写成专著

《楚国史》，该书体系弘大、史料丰富、论证翔实，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给予高度评价并题写了

书名，该书是荆楚文化学习和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孟修祥教授研究楚国文学对中国历代文学的影响，其

新著《楚辞影响史》充分展示了楚国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王群生教授是荆楚方言研究

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他首次提出了“声调中心论”的推广普通话的新方法，并荣获了全国推广普通话先

进个人称号。王三峡教授“十年磨一书”，著成《文子探索》一书，在《文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

有较大的开拓，受到学界的好评。孟祥荣教授一直致力于荆楚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先后出版三国文化研究专著《武圣关羽》和公安派文学研究专著《真趣与性灵——三袁与公安派研究》

和《袁宗道集校笺》。以徐文武、王祖龙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也逐渐崭露头角，他们的《楚国思想

史》、《楚国宗教概论》和《楚艺术图式与精神》等著作均是荆楚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填补空白之作。

1997年以来，荆楚文化研究中心共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完成省级以上课题 12 项，发表论文300余

篇，20 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由荆楚文化研究中心统一规划组织的《荆楚文化研

究丛书》正在陆续出版。 

    近几年来，荆楚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和承办了“楚文化研讨会”、“端午文化研讨会”、“21世纪古

代文学研究走向及学科发展研讨会”、“凤凰文化研讨会”、“湖北省楚史楚文化学会2002年年会”等

专业性学术会议，多名研究人员应邀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出国讲学。 

    面向新的世纪，楚文化研究中心确立了建设水平一流、特色鲜明的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