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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深入贯彻“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

条主线，坚持立方向、重研究、强学术总基

调，力争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省社科联学会部）

“中国文学与运河”全国学术研讨会
在南京举行

8月7日，由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研究院文化研究中心、省社科院文学

所和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共同主办，中国科举

博物馆协办的“中国文学与运河”全国学术研

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江苏、山东、天津、河

北等地的数十位专家从多个议题对运河与文学

作出深入而通透的阐释与探讨。

研讨会由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研究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徐永斌主

持，省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萧相恺研究员，南

京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范金民，天津红楼梦

学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建忠，

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长冯保善等国内著名的文

学研究专家作主题发言。与会的20多位专家从

运河戏曲、说唱文学、邸报与运河传播、猪八

戒的名号衍变等多个领域，贡献各自的真知灼

见。研讨涉及的既有已被大众熟知的 《红楼

梦》《水浒传》《醒世姻缘传》等作品，也有尚

待进一步发掘的清代小说《金钟传》《乐全诗

集》等作品。

大运河沿线丰富多彩的生活塑造了璀璨的

文化和流光溢彩的文学。以古代小说为例，其

以运河城市为中心，形成明清小说创作的重

镇、高地。冯保善表示，研究“中国文学与运

河”，发掘其丰富博大的文化蕴含，梳理其精神

文脉传承，总结运河与中国文学发展繁荣的关

系，对于繁荣新时代的经济文化文学，具有重

要意义。

（省社科联学会部）

“‘常州三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术研讨会在常州召开

8月6日上午，由省瞿秋白研究会、省张太

雷研究中心、常州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研究会

联合主办的“‘常州三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学术研讨会在常州召开。省瞿研会执行会

长赵一心主持会议，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陈志良到会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省瞿秋白

研究会会长阎立，省委党史工办副主任、省瞿

秋白研究会副会长杨中华，以及有关专家、部

分论文作者60余人出席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围绕“常州三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程中的艰辛探索、重要建树和历史贡献，

进行了学术交流；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

讲话，深入开展“常州三杰”研究作出了部

署。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各地专家学者的文章 50

余篇，10位论文作者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5

人作了书面发言。

（省瞿研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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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
学术研讨会在宁召开

8月9日，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省历史学

会、省社科院历史所在南京召开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85周年学术研讨会。省社科院副院长王

月清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省社科院党委书

记、院长夏锦文教授，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尚庆飞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清华大学王建朗教授，省历史学会会长周新国

教授、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原会长黄玉生到会

致辞。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

学者参加研讨会，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深化

抗战史研究。

尚庆飞指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5周年

的今天，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并非是为了延

续中日民族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社科理论界纪

念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好方式，就是进一步深化

对抗战史研究，推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研究成

果。全省社科界特别是历史学界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历史研究、推动学科发

展、促进交流合作、深化资政育人，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更好地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心名誉主任张宪文做主旨报告。江南大学党

委书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朱

庆葆教授，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南京师

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研究员，中国抗日

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士华教授，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原馆长马振犊研究馆员，南京

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等到会交流。

本次研讨会以线上与线下形式进行，共收

到学术论文54篇，分九组在三个分会场举行。

议题涵盖抗战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艺术诸多方面，会议讨论气氛热烈，富有成效。

（省社科联学会部）

省历史学会柳诒徵研究分会
在镇江挂牌

8月4日，省历史学会柳诒徵研究分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届柳诒徵学术研讨会在镇江举行。

来自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浙江工商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大学、南

京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镇江市图书馆等省

内外多家高校和图书馆的教授、研究馆员以及

镇江市有关部门文化工作者、镇江柳氏族裔6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活动由省历史学会主办，柳诒徵研究

分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图书馆承办，

镇江市社科联、交通大学镇江校友会协办。活

动中，与会学者集体拜谒了镇江南山景区菊花

山路旁的柳诒徵墓，并敬献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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