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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拟推荐为国家

级

《以苏辙为案例的
北宋后期岭南谪宦
和贬谪文学研究》

创新
训练

安琪 22325011

张子桐
/22325062,李南
溪/22325031,葛
隆一/22325009,
黄双秀绵
/20326029

5 曹家齐 教授 1 / / 0601

本项目选题关联岭南文化和北宋政治，基于北宋岭南谪宦人物专题性研究较为
缺乏的现状，以贬谪文学为起点，将苏辙作为人物范例，通过文献梳理和实地
考察，探索北宋后期岭南谪宦的生活轨迹和文化心态，进而对当时岭南地区以
至于全国的政治形态和做出深入了解和探究。在人物研究层面，通过综合运用
苏辙其人的贬谪文学以及其他资料，尽量全面地展现苏辙贬居岭南的完整历
程, 包括对其行为史的考证，心灵史的探究，以及对于士人群体间的错综互动
的考辨。在政治史层面，通过对个体士人行迹和作品的探究，进一步审视元祐
时期的政治变迁。在地域文化和士人生命际遇的互动层面，理清其作为中原文
化带入者对于岭南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并考察岭南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如何反
向影响谪宦的文化心态和政治行为。

2
拟推荐为国家

级

陈亮思想与永康学
派古今研究路径再
探讨

创新
训练

孟寂 20356073
王滋萌
/20307053，岳
警元/22940026

3 刘勇 教授 1 / / 0601

本项目选取南宋思想家陈亮及其开创的永康学派作为主题，旨在梳理南宋以来
对此的评述和研究，按照自古暨今的顺序，分析陈亮思想在南宋当世产生的社
会影响，探讨其在宋明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明清儒者对学术源
流脉络的整理，综观现当代学者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摆脱追溯性的思维方
式，“重访”历史语境下的陈亮思想。项目创新点在于追随王汎森先生的学术
旨趣，志在为思想史研究“做加法”，跳出既往的学术框架和理论预设，站在
“第三方”的立场，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

3 拟推荐为省级

走向世界的中国传
统工艺美术——以
19世纪后期中国参
加世界博览会的展
品为中心

创新
训练

陈芳蕾 19348003

林柏丹
/19315085,李茁
晨/20325006，
尤嘉慧
/20325044，张
婧/20325023

5 李爱丽 副教授 1 / / 0601

博览会是促进近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在近代国际经
济和文化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社会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
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其中的曲折颇能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思想
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清朝对博览会业的涉足，大致可分为前后两
个时期：前期是其出洋参与世界博览会之时期。在这五十多年里，清朝先后经
历了由拒绝参展到委托外人——海关总税务司包办参赛，再到收归参展承办权
积极出洋赛会三个阶段；后期是它在被推翻前两年自行在国内举办博览会的时
期。
本作品聚焦于晚清对世界博览会的参与，旨在整理中国方面展品目录中的传统
工艺品，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可能为筛选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
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供参考。

4 校级

多维视角的“恐惧
”研究——从人文
学科出发的学术史
考察

创新
训练

陈炜博 21301017
刘东明
/21301269

2 顾晓伟 副教授 1 / / 0601

恐惧作为一种人类或动物的心理活动，在现代的知识结构中原本更多属于心理
学及脑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随着随着当代人类集体生活面向未来的不确定
的增强和加速，“恐惧”这个话题也逐渐成为人文学科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项目从历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角度出发，对于各个人文学科关于“
恐惧”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学术史的考察与总结，并尝试将各个学科之间对于恐
惧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话。

5 校级

被凝视的风景：19
世纪水彩画视野中
的亚洲港口

创新
训练

陈昭羽 20306043
常诗琦
/20306040

2 周湘 副教授 1 / / 0601

本项目围绕“19世纪水彩画视野中的亚洲港口”展开。从研究视角来看，本项
目着眼于全球史，将19世纪亚洲重要港口置于海洋的整体视野下；从视觉史的
角度出发，挖掘水彩画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在大众旅游的语境下，探究19世
纪水彩图像背后的景观凝视，探讨空间与权力、帝国主义等议题。从研究方法
来看，本项目将尝试运用景观研究的方法以图证史，以更为丰富的媒介进行历
史研究。来自历史学和城乡规划专业的两位组员，将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建
筑学、艺术等多领域研究方法，展开跨学科合作，搜集史料，进而利用计算机
技术处理相关图像，丰富历史图像的分析工具，并将图像的研究从少量的作品
的精细分析引向大数据的分析。

6 校级 八王之乱纪事本末
创新
训练

丁俊宇 21309189

路永亮
22325040，冯彦
妮21309251，梁
阡蘅21309276

4 李彦楠
助理教
授

1 / / 0601

能够以宏观的角度较完善地结合正史、别史将这些史料串联起来，以纪事本末
体的形式做一些细分，将更比《通鉴纪事本末》以《八王之乱》为一节更深
刻，也可为后学发现晋末更多史料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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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级
明中前期永安州的
社会治理研究

创新
训练

刘艺帆 20325033 无 1 任建敏 副教授 1 / / 0601

本项目以明中前期广西永安州行政建制的变迁为切入点，理清明中前期永安州
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重建国家在地区治理的体系结构及其多元化的策略选
择，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城乡治理、城乡融合高水平推进提供历史智
慧。创新点表现在：
（1）问题意识创新：永安州位于桂东北府江流域，扼大藤峡北口，瑶僮族群
众多，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明大藤峡瑶乱、清太平天国永安建制等都发生于
此，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变动的代表性个案。
（2）研究方法创新：运用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极具解释力的历史人类学对永
安州的社会治理过程进行考察。
（3）视角创新: 以行政建制为切入点，探讨政治环境中地方社会的周折变
迁，在更大视野内丰富对于边疆史、少数民族史的理解。

8 校级

飞来峡水利枢纽工
程移民口述史：以
连江口镇为例

创新
训练

王雨萱 20325016
石晓玲
/20325037，赵
筱潞/20325048

3 李欣荣 副教授 1 / / 0601

本项目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同时借鉴社会学、环境学、人类学、地
理学等学科知识，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拟以连江口镇为例，实地考察连江口
镇的发展状况，探究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对移民生活、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
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发现移民规划与政策的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为看待改
革开放早期的工程建设和社会变革提供具体的“人”的视角。

8 校级

“汉代上层女性政
治参与”史料整理
与研究

创新
训练

张梓航 20350077
辛馨/21315003

2 杨勇 副教授 1 / / 0601

近十年来关于汉代女性的研究著述种类繁多，但基本都属于“论”的层次。与
之相比，史料的甄别整理以及分类工作就相对薄弱。本项目旨在回归历史学科
基础工作，力求将“汉代上层女性政治参与”这一专题的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
整理与分门别类，在传世文献尤其是纪传体正史的基础上，结合文物遗存以及
近十年来出土资料，以求扩展史料涵盖面并为相关结论提供有力支撑。整理内
容具体布局与呈现方式将参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与安作璋、熊铁基《秦
汉官制史稿》两部著作。

10 校级

19-20世纪粤北连州
地区交通、聚落与
市场的历史地理研
究

创新
训练

徐怡斐 20335208

强钰翔
/20332022,王靖
怡/21301299,徐
子桁/21306663

4 谢湜 教授 1 / / 0601

以“人地关系”为线索，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数字人
文工具辅助，以区域研究视角观察19-20世纪连州地区的交通、聚落与市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丰阳镇和东陂镇的个案研究为切入点逐渐扩大，通
过田野考察进行一手史料的补充搜集、耙梳与分析，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克服“
旁观者”视角真正走入人地情景，辅以可视化技术手段，构建交通、聚落与市
场三者之间的动态联系和长时段变化模式，以期找寻出连州的经济内生动力，
为粤北地区的经济地位变化和乡村振兴路径提供一种人地关系角度的历史性的
观察范式。同时结合中大团队在南岭地区的调研工作，尝试探寻少数族群在交
通、聚落和市场联系的作用下逐渐融入的过程。

11 校级

“中国电子第一街
”——深圳华强北
电子产业口述史

创新
训练

徐司宁 20325020

肖雨鑫
/20325019
王雨萱
/20325016

3 任建敏 副教授 1 / / 0601

本篇文章以口述材料为主，书面材料为辅，结合众多深圳华强北电子产业从业
人士的相关经历，致力于通过个体的经历反映华强北电子产业从改革开放至今
这四十余年里的发展历程，探讨改革开放浪潮下个体命运与行业起伏的同频震
动与相互支撑。

12 校级

北宋西北边地的行
政建置及边臣选任
研究

创新
训练

燕雨荷 21301163 无 1 曹家齐 教授 1 / / 0601

本项目着眼于北宋与辽、西夏等政权并立这一重要问题，整理有关北宋西北边
地行政建置或边臣选任的研究，广泛搜集、阅读、整理史料，梳理北宋西北边
地行政建置、边臣选任，形成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并以文化视角对上述基
础制度反映的实质性问题进行探研。

12 校级

晚清美国在华领事
法庭庭审史料收集
与整理——以《字
林西报》
和《北华捷报》为
中心

创新
训练

谢锦华 22325054

徐立国
/22325057,高畅
/22325002,董若
雨/22325022,李
铮/22325036

5 李爱丽 副教授 1 / / 0601

本项目由五名本科一年级学生共同完成。系统收集与整理《字林西报》和《北
华捷报》中近代美国在华领事法庭审判案件，充实既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努力
完善史料整理领域内容，为深入探讨领事裁判权的运作做准备。初步了解异质
文化语境下司法审判的本土化处理情况，关注近代中美关系史中法律体系的碰
撞与互动，进而深刻认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我国法律建设和对外
交往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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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校级

赓续与转型：“传
统－现代”语境下
广州南海神庙波罗
诞研究

创新
训练

徐子妍 20325042

张楚晗
/20325045,赵晓
婧/20325047,宋
丹/20325038,粟
译庆20325039

5 任建敏 副教授 1 / / 0601

该项目将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路径，通过文献研读、碑刻资料以及对仪式
过程的实地考察等方法探究广州南海神庙波罗诞从传统的宗教祭祀活动到现代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转型。近代以来，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的现代化情境
中往往被视为虚妄、蒙昧的表现，不利于培养国民“现代气质”，但民众仍依
照自身的行为逻辑与实际需求投入并实践其信仰。通过梳理前人论著，可知有
关南海神庙波罗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传统或当代，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
程关注较少。项目组拟将民间信仰仪式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之间互动的多元面向
作为研究的着力点，通过研读相关志书和报纸等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与访
问，了解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对官方政策和社会思潮之间的摩擦、互动
和因应，勾勒历史现场的复杂图景，揭示中华传统习俗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
赓续与转型。

15 校级 拜占庭军区制桌游
创新
训练

高子祺 21301181

1/宋沣羿，
21301193
2/徐善磊，
21301083
3/陈俊烨，
21301052

4 林英 教授 1 / / 0601

目前国内对于拜占庭军区制度的相关研究已经收获了一定的成果，本项目有利
于史学成果的具象化，利用游戏这一互动性强，沉浸感高，多元素综合的形式
对文献进行立体梳理。
在科普领域，本项目是对主流的以影视画面剪辑和通俗化史料讲述为基础的历
史科普的补充，创新性的使用原始史料，增强史料接受者的主动性
在史学应用领域，本项目是对研究著述之外的史学应用的尝试，不排除后续市
场化销售的可能。

16 校级
《诗经》药用植物
名流变及原因浅析

创新
训练

麦穗 21301037

房莎莎
/21301233,杨淇
骅/21301298,姚
若馨/21301260,
黄慧珊
/21301079

5 李丹婕 副教授 1 / / 0601

以《诗经》为出发点，筛选并总结《诗经》中记载的有代表性的药用植物，参
考《本草纲目》、《说文解字》等典籍考据《诗经》药用植物名称之流变，力
求整理出《诗经》药用植物名称流变的清晰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流变成
因，将《诗经》药用植物名称流变与时代背景、时人思想倾向等的变化相联
系，填补学界对草木名称流变成因的研究空白，并创新线下宣传的形式促进大
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药的了解，推动文化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
。

17 校级

文史哲的本科实践
教学融合探索——
以广州陈家祠为例

创新
训练

王思杰 21301114

赖雨慎
/21301188,苏轩
/21301237,陈文
敬/21301125,梁
鉴焜/21301081

5 任建敏 副教授 1 / / 0601

本项目旨在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跨学科专业优势，积极响应文史哲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学科发展趋势，以文献资料的解读和田野调查的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作为主要研究手段，兼顾课堂中所习得的理论方法的实际应用，从语言学、历
史人类学、民俗学等多视角研究陈家祠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在近现代华南地区历
史文化转型中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学界对陈家祠在历史转型过程中功能的变迁
以及陈家祠为载体所体现的传统中国文化、历史、哲学融合的特色的相关研究
较为缺乏。我们的项目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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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从19世纪末“中央集权”一词在中国的传入、
学者们对这一名词的理解和重构以及这一政治理念对政治实践的影响等方面，
对“中央集权”这一概念进行再探讨。近代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概
念，以西学为基础，以东学为媒介的现代概念体系已经逐渐在此时建立起来，
其中“中央集权”一词的传入对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我国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往往忽略一般的社会政治概念，概念史研究在近年才
兴起，我们希望借助概念史方法对“中央集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传播
、接受和使用进行深入探讨，揭示其与社会政治彼此互动的机制，进而形成对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立体化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