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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大学董氏基金获奖论文选(1992-2002) 前言
早在1992年，时任香港东方海外国际主席的董建华先生访问当时的杭州大学，了解到杭州大学的文史
哲学科有着悠久的传统和雄厚的实力，但当时社会上对文史哲的研究不甚重视，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
学者和学生在研究条件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也难以出版，年轻教师和学生从事此
类研究的热情和信心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董先生对此深表忧虑。
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基础研究的远见卓识，董建华先生慨然决定设立杭州大学“董氏文史哲研
究奖励基金”。
这是一项当时在国内大学绝无仅有的义举，目的之明确，意义之深远，资助力度之大，在国内教育界
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董建华先生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后，董建成先生接掌东方海外，一如既往地关心基金的工作
。
在基金设立和运作过程中，薛艳庄先生、杨招棣先生、宣钏先生等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8年9月，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为新的浙江大学
，“董事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面向全浙大，资助和奖励的范围更大，影响也更加广泛了。

东方海外这一襄助人文学术研究的义举，正是秉承与发扬了其创始人董浩云先生所倡导的企业精神。
董浩云先生的理想是使完全由中国人拥有、经营的巨轮航行于世界，重振中国人在海上的雄风。
不过董浩云先生的理想还不止于此，他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
他曾说过：“我觉察到轮船与知识之间的关连。
”他很喜欢说：“轮船不但可以用作运送货物，亦可以载运知识与文化。
”东方海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奖学金，还长期为 “希望工程”捐
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等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正是一艘承载着文化与学术的大船，在人类文化与思想的海洋里纵横驰
骋，起到了沟通与交流、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1992—2002年的十年中，“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对我校文史哲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大量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受益于基金的资助与奖励，积极推动和
激励了他们在学术道路上开拓进取。
据统计，十年来共有281人次的教师、228人次的学生受到奖励，173 项研究项目受到资助，128 种著作
得到出版资助，动用该基金采购了14 种多卷本大型文史哲类图书，资助了13 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其中
很多受资助的项目成果、著作在国家、教育部、浙江省的各类评奖中获得荣誉。
以上数据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所发挥的巨大效益。
自“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设立以来，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获得该基金的资助和奖励，已成为我校衡量教师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通过与外校的交流，国内其他
知名大学对该基金的评选标准和运作模式也有深入了解，并给予高度评价。
我校拥有这样一项基金，也成为国内高校文科院系众所羡慕的美谈。

为了纪念“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设立十周年，从一个方面总结基金所取得的成绩，我们选编了
这本《获奖优秀论文选》。
这本论文集的选编，主要根据学科分布、论文类型、发表时间和原发刊物的学术影响等因素进行取舍
，而不表示这里所选的论文是获奖论文中的佼佼者，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选目曾经过董氏基金评审委员会成员的集体审议，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算起，浙江大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人文社会科学在浙江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深厚，名家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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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马叙伦、经亨颐、郁达夫、汤用彤、谭其骧、劳乃宣、邵裴子、宋恕、张相
、马叙伦、沈尹默、许寿裳、邵飘萍、梅光迪、钱穆、张其昀、张荫麟、钱基博、马一浮、夏承焘、
姜亮夫、朱生豪、金仲华、王蘧常、王驾吾、胡士莹、任铭善、王季思、严群等著名学者曾在浙大学
习或任教。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一度变为以工科为主的大学。
它的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后演变为杭州大
学。
它的农学院和医学院则分别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
1998年的四校合并，是新时期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新浙大是目前国内科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之一。

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既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一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文史哲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学科，学校正在加大投入，但从学科发展的要求看，也需要社会力
量的支持。
“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正是体现了社会对文史哲研究的价值肯定和物质支持，这也是该基金获
得崇高声誉的重要原因。
就在我们编选这本论文集之际，从香港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东方海外将持续对浙江大学“董氏文史
哲研究奖励基金”的资助。
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5－10年，将有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通过董氏基金的资助而呈现在世人面前
。

沈善洪  楼含松
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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