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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实施方案”摘要

漳州师范学院地处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和台湾文化重要发祥地—

—漳州。实施本项目是贯彻落实胡总书记2006年视察福建时指出的

“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主要方言，闽南文

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中，福建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促进两岸文化认同，维护国家安全，服务祖国统一，具有特殊重要的

意义。

一、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改革创新

本项目培养目标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从事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

究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要求毕业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科学方法论，熟练掌握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的专门知识、特点和研究

方法，具有严谨的学风、较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能

紧密结合现实工作的特殊需要独立从事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

流活动，为有关政策制定、文化保护与两岸交流等提供重要的科学论

证和决策依据。

本项目培养计划分为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两个环节。

理论教学要求修满18学分，主要课程有：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导论、

闽南文学与文献整理研究、闽台民俗文化研究、闽台闽南方言比较研

究、两岸关系史专题研究、闽台家族社会与文化专题研究等。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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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学生的科研实践和工作实务能力培养为主，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完

成，不计学分，主要内容有: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科研项目、专题田

野调研、文化活动组织策划、赴台研习等。

本项目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1. 课程体系具有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将教师的科研成果融入课程内容，设置了大量具

有鲜明特色的课程，全面反映了该领域一系列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此

同时，特邀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讲授各

领域方向的前沿成果和发展趋势，让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本领域的发

展动态。2. 采用集体协作、个性化、开放式、项目带动等多元化培养

方式，遵循“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原则 ，充分利用各种

优质资源，构建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民间社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人密切合作，海峡两岸高校专家和学生互动交流，实行两岸高校“双

导师”制，共同培育国家特需人才的创新培养模式，强化人才培养的

针对性、开放性、综合性和应用性。3. 强化博士生培养的实践环节，

要求有不少于1年的实践（含赴台研习半年以上）经历，深入实际开展

社会调研，参与策划组织大型活动，培养和提升学生面向基层、面向

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本项目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主要面向国家和地方台湾事务、文化、

宣传、统战、安全、政策研究、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等政府主管部门

和相关文化生态保护单位、高校和研究机构等，旨在服务两岸文化交

流、促进祖国统一的战略发展需求。

二、本项目实施的基础条件

1.区位与文化资源独特。学校所在地漳州市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

籍地、台商投资密集区，也是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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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台交流的区域与文化优势。一是 “血缘亲”， 在

现有台湾汉族台胞中，祖籍福建的约占90%以上，其中漳籍近800万，

约占35.8%。 二是“文缘同”，漳台之间语言相同，台湾通行的方言

之一是漳腔闽南话，民风民俗相同相近，宗教与民间信仰文化相同相

似。漳州国家级非遗项目15项，涉台文物点306处（居全国首位）。

2.学科特色明显。我校立足闽南，长期致力于闽南文化的研究与

传承，形成了以闽南文化研究为特色的学术传统。我校在全国高校率

先成立了闽南文化研究所。随后，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闽

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及福建省“两岸关系理论漳州研究基地”

在我校相继建立。由本校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闽台文化

交流》是目前福建省唯一一家闽台文化研究的重要刊物。长期以来，

我校把闽南文化作为优势资源全面融入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学科

建设中，设立了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研究、闽台文化与文学研究、闽

台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林语堂与漳籍现代作家等研究方向。

3.办学特色鲜明。我校注重利用和发掘闽南优秀文化资源以促进

人才培养。闽南文化及研究成果融入本硕教学，构建了学士、硕士完

整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建立了12个专业

实践基地，已培养一批高质量硕士生和本科生。2008年4月，我校通过

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成绩优秀，专家组一致认为，我校

“建设和发展深深植根于闽南文化的沃土中，将闽南文化的精髓融入

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转化为全体师生的自觉行为，学校长期以来注

重对闽南文化的研究和发掘，推动了特色学科专业的建设，丰富和拓

展闽南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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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堂，延伸第二课堂，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构建了独特的校园

文化，形成了传承闽南文化，服务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的鲜明办学特色”。

4.师资力量雄厚。该领域已基本形成了一支职称、学历、年龄结

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有教授19名，副教授7名，博士13名，其中

具有博士生培养经验的兼职博士生导师 6名。此外，还通过整合福建

省内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与台湾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项目合作，

聘请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参与人才培养。

5.科研成果丰硕。近五年来，该领域骨干教师主持国家社科规划

项目6项，省、部人文社科项目48项，漳州市人民政府重大委托项目2

项，拥有科研经费672万元。出版学术专著40部，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106篇。获得省社科优秀成果16项。

6.实践基地完善。学校充分利用地处闽南的区位优势，长期与福

建省委统战部、省台办、漳州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市台办、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院、泉州闽台缘博物馆、漳州林语堂纪念馆等部门密切合

作，在青礁慈济宫、白礁慈济宫、漳州市博物馆、东山关帝庙、云霄

威惠庙等单位建立12个教育实践基地。建立了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

究基地“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及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两

岸关系研究基地”， 为本项目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7.图书资料充足。我校重视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建设。图书馆辟有

地方文献库，目前该库拥有地方历史文献5万余种10万多册，此外，还

拥有两岸关系数据库、台湾华艺数位系列数据库、TAO台湾学术在线数

据库等多个与闽南文化研究有关的数据库。同时与福建省内高校及地

方图书馆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为闽南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

具备了培养该类人才的各种图书资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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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对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在两岸闽南文化交流合作上先行先试，

1996年设立闽南文化研究所。目前分别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成功

大学、明道大学、东吴大学、中兴大学、逢甲大学、台北教育大学、

新竹教育大学、屏东教育大学等1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和

联合办学。2011年实施5个专业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我校主办

的《闽台文化交流》杂志已成为两岸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

台。

9.不断积累人才培养经验。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层次上，已有

多年培养闽南文化专门人才的经历，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

为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此外，我校林继中、张桂兴、肖庆伟等教授

被福建师范大学聘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目前已合作培养8名博士，这些为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博士人才培

养积累了经验。

三、本项目建设的政策支持

本项目建设得到了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

公室、福建省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两岸社会文化交流

的实际情况，签发《关于支持漳州师范学院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

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函》（中台函[2011]338

号），对我校实施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给予如下几

方面的支持：

（一）支持在与台湾高校及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方面先行先试，协

助搭建新平台，拓宽新渠道，探索新模式，以不断强化研究力量，提

升学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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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招收和培养台湾博士生，开展两岸人才联合培养。

（三）支持与我办所属全国对台干部培训中心对接，有针对性地

加强对对台系统干部在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的学习与培训，并探索向岛

内延伸。

（四）支持通过开展对台交流活动促进和提高学科水平。与闽南

文化学术研究相关的两岸交流活动，将列入我办重点交流项目，在经

费、渠道等方面予以倾斜。对在“海峡论坛”等两岸重要交流平台上

参与和举办相关活动加大指导、支持力度。

（五）委托就对台基础性、现实性课题开展调研，发挥学科优势，

服务对台工作。

福建省人民政府长期支持我校的建设与发展，高度重视我校开展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试点项目。为

顺利实施本项目，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福建省人民政府签发《福建省

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

目建设的函》（闽政函[2011]191号），对本项目给予以下政策支持：

（一）充实提升基础条件。省财政安排专项经费1000万元用于支

持“博士项目”建设，其中2011年600万元；2012-2015年安排400万元。

（二）支持人才队伍建设。在省“闽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单列2

名指标支持“博士项目”培养引进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在“高校百名

领军人才资助计划” 中资助“博士项目”的高端人才；在“高校千名

学科带头人计划”中支持“博士项目”学科带头人赴国内外高校访学

研修；将“博士项目”研究团队列入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给予支

持。

（三）支持学科建设。将“博士项目”所属“中国语言文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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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科列为省级重点学科，给予重点支持。

（四）支持科学研究。支持漳州师范学院依托“博士项目”创办

“闽南文化研究院”，其重点课题列为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给

予支持。

（五）支持对台交流合作。支持“博士项目”在对台文化教育交

流合作上先行先试，面向台湾地区招收博士研究生，与台湾有关高校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支持学院定期举办两岸“闽南文化论坛”，在对

台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上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

本项目的建设与实施是我校事业发展中的一次跨越，为此，学校

党政领导高度一致，全校教职员工齐心协力，我们将进一步整合优质

资源，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在原有基础上，与漳州市人民政府

共建“闽南文化研究院”，与台湾成功大学等高校联合，共同推进闽

南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每年投入5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本项目基础

条件建设、引进和培养该领域的高端人才，建立和完善博士生培养质

量监控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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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视察福建时指出“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

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主要方言，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

精神生活中，福建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

地发挥作用”。我校地处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和台湾文化重要发祥地

——漳州。实施本项目是贯彻落实胡总书记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对

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深化两岸文化交

流，促进两岸文化认同，维护国家安全，服务祖国统一，具有特殊重

要的意义。

本人才培养方案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为指导，贯彻中共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服务国家

特殊需要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学位[2011]55号）的要求制

订。

一、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改革创新

（一）培养方案

1.培养目标

（1）总体培养目标

本项目的总体培养目标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从事闽南文化与两岸

交流研究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要求毕业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科学方法论，熟练掌握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的专门知识、特点

和研究方法，具有严谨的学风、较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能紧密结合现实工作的特殊需要，独立从事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2

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为有关政策制定、文化保护与两岸交流等提供重

要的科学论证和决策依据。

（2）各方向培养目标

围绕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与两岸文化交流这一国家战略，以服务国家特殊

人才需求为导向，以相关部门实际工作的能力素质要求为依据，拟从以下

三个方向培养博士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具体目标如下：

①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

本方向主要从事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具体涉及地方文献整理与

研究、闽南文化与闽南地域文学关系、闽南文学传统及其生存与传播

等。具体培养目标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致力于培养熟悉闽南

文学与文献，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较强实际工作

能力，具有独立从事闽南文学与文献教学、科研能力，能够在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及两岸文化交流等部门有效开展实际工作、具有发展潜

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

②闽南方言研究

针对闽南方言在两岸语言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及本校地处闽南

重镇的独特优势，培养掌握方言调查、研究和应用等领域坚实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围绕闽台闽南方言源流关系、闽台闽南方言

历时和共时差异、闽台闽南方言文献、闽台闽南方言文学、闽台闽南

方言文化等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

③闽南民俗文化研究

培养针对闽台特有的宗教与民间信仰、家族社会与文化以及民间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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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开展系统性科学研究，能够解决闽台民俗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策划、

组织、协调、管理等关键性问题，推动闽台民俗文化交流的高层次复

合型专门人才。

2.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3-5年，最长不超过7年。

3.招生范围

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招生。

4.培养计划

培养计划分为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两个环节。

（1）理论教学环节

①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

时

学

分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一 36 2

博士生英语 一 72 3

公共

选修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二 18 1

专业

学位

（必修）

课

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导论 一 36 2

文化人类学 一 18 1

闽南文学与文献整理研究 一 36 2

闽南方言研究 一 36 2

闽台民俗文化研究 二 36 2

方向一

明前及明代闽南文学研究 二 18 1
可按方向

或跨方向

至少选修

3学分

清代闽南文学研究 二 18 1

现当代闽南文学研究 二 18 1

闽南历代碑刻、谱牒文献专题

研究
二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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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选修课

明清宦台作家研究 二 18 1

台湾现当代文学研究 二 18
1

方向二

闽台闽南方言比较研究 二 18 1

闽南方言词汇研究专题 二 18 1

闽南方言语法研究专题 二 18 1

闽南方言语音研究专题 二 18 1

闽南方言文献研究 二 18 1

方向三

两岸关系史专题研究 二 18 1

台湾地方史 二 18 1

闽台民间艺术研究 二 18 1

闽台民间信仰专题研究 二 18 1

闽台家族社会与文化专题研究 二 18 1

②学分要求

理论教学环节包括公共课和专业课，要求学生修满18学分。其中

公共必修和选修课程，需修满6分，面向所有博士研究生开设。专业学

位课程为各方向共同必修，需修满9学分；专业选修课程分方向设置，

需修满3学分。

③考核方式

每门课程可根据课程性质选择笔试、课程论文、研究报告等相应

的考核方式，内容注重对博士研究生多方面综合能力的检测。课程考

核按百分制计算。必修课程75分以上方为合格，选修课程60分以上为

合格。

（2）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为本项目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以学生的科研实践

和工作实务能力培养为主，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完成，不计学分。本阶

段在理论课程教学环节结束后实施，以各类研究项目和活动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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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培养模式，让学生边研究、边应用。

通过本阶段培养，学生应具备独立开展相关领域研究、从事文化交流

活动所需的创新能力与实际应用能力。本阶段主要包括以下培养内容：

①学术活动

重点培养学生的研究论文和报告的写作能力以及学术交流能力。

要求学生在毕业前，至少应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2次，并提

交论文；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报告和交流活动至少20次，并做学术报

告2次。

②科学研究

围绕国家特殊需要的重点科研项目，并结合相关部门的实际需求，

要求学生能独立完成导师指定科研项目或与有关单位联合资助的科研

专项课题，重点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能力和项目实施和组织管理能力。

③社会服务

深入有关基层部门挂职学习不少于1年（其中赴台研习不少于半

年），完成导师指定的专题田野调研报告，参与有关的大型文化活动

组织策划、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专题调研、区域文化建设与发展规划与

论证、对台文化交流政策依据分析等社会服务项目，重点培养学生的

社会服务意识和基层调研、组织策划能力。考核时要求学生提交调研

报告或工作总结。

④科研项目申报

重点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要求学生在导师指导下，以主要

成员参与申请各类项目。考核时要求学生提交项目立项合同或立项通

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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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两岸合作与赴台交流

在学期间，采用两岸高校“双导师制”合作培养，安排博士生赴

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社区作半年以上的交流研习。

5.培养方式

(1)集体协作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

式。成立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为本领域的博士生导师或相关

学科专家。导师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在博士研究生培

养中起主导作用；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配合导师全程参与博士研究

生的指导工作，充分发挥集体培养优势，为博士研究生营造良好的

学术环境，使博士研究生博采众长，提高综合素质。

(2)个性化培养。注重发挥博士生个人才能和特长，在满足培养

方案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博士生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对课程选择、

科研实践及学位论文选题等进行不同的安排。

(3)开放式培养。充分利用资源，实行“政产学研用”和“闽台高

校联合培养”模式。进一步整合省内各高校和有关部门的优势资源，

聘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培养，优化博士生导师队伍，鼓励进行跨学

科、跨专业的联合授课与合作指导，积极探索政府、高校、民间团体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共同合作培养人才的途径和机制；发挥对台工

作的优势，会聚两岸高校与专家学者的力量，与台湾成功大学等高校

签订合作协议，采用两岸高校“双导师制”联合招收和培养博士人才。

(4)项目带动培养。要求博士生一入学即着手面向工作实际开展调

查研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研究课题，并主动承担国家或地方

政府的重大研究项目，将项目研究贯穿培养全过程，以研导学，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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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学。

6.学位论文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合格，完成各项必修环节，方可进入学位论

文撰写阶段。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须经前期准备、中期检查和后

期审查三个阶段。

①前期准备：主要以开题报告为依据，审查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研

究设计。博士研究生应在第一学年内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选题方

向，并经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审核同意。博士研究生应紧紧围绕闽南

文化生态保护和对台文化交流的实际需要，选择对两岸统一和文化传

承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要突出其创新性和先进性。开题报告应在第

三学期开学初进行。开题报告由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组织实施，博士

研究生应向开题报告小组作开题报告，合格者可以根据研究计划进入

论文撰写阶段，不合格者需再次申请开题，两次开题时间间隔不少于

两个月。

②中期检查：主要以学位论文初稿为依据，审查学位论文的进展

和完成情况。博士研究生应按照论文研究计划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在

进入中期审查之前完成不少于2次的学位论文进展报告。博士研究生应

在入学后第五学期期末（根据具体情况可调整）前通过中期审查。中

期审查合格后，方可继续进行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

③后期审查：主要以学位论文答辩为依据，全面审查博士学位论

文的质量和水平。博士研究生需在毕业与学位申请资格审查时，提交

学位论文完成稿，由导师组统一组织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辩合

格且完成在学期间的科研要求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TMLC系统检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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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评议工作。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应修改论文，并再次申请答辩，

两次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半年。

7.毕业与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修满规定学分；

至少公开发表2篇专业学术论文；通过思想品德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

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国共和国学位条例》有关规定，达到我校

学位授予标准，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二）培养方案的特点和创新

1.课程体系的特点及创新

根据本项目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要求，将教师的科研成果融入

课程内容，设置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课程（如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导

论、闽南文学与文献整理研究、闽南民俗文化研究、闽南家族社会与

文化研究、闽台闽南方言比较研究等），体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全

面反映诸多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特邀来自海内外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讲授各领域方向的前沿成果和发展趋

势，让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本领域的发展动态。

2.培养方式的特点及创新

本方案采用集体协作、个性化、开放式、项目带动等多元化培养

方式，遵循“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原则 ，充分利用各种

优质资源，建立各种类型、各具特色的博士生培养实践基地，构建政

府、高校、科研机构、民间社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密切合作，海

峡两岸高校专家和学生互动交流，实行两岸高校“双导师”制，共同

培育国家特需人才的创新培养模式。该模式以国家政策和社会特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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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导向，通过大陆和台湾地区高校、研究所、民间团体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人合作培养，强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开放性、综合性和应

用性。

3.培养过程的特点及创新

为了满足国家对特殊人才的具体要求，本方案强化了博士生实践环

节，要求有不少于1年的实践（含赴台研习半年以上）经历，培养和提

升学生面向基层、面向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意识和能力。

此外，还要求博士生面向实际需要开展学术研究，充分运用田野调

查方法，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确定研究课题，并参与国家或地方政府

的重大研究项目，将项目研究贯穿培养全过程，以研导学，以研促学。

（三）人才培养的预期效果

1.预期达到的规模和数量。本特殊人才需求培养项目付诸实施后，

5年内拟招收培养博士生30-40人，满足国家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

对特殊人才的迫切需求。具体招生规模视国务院学位办审定批准数量

而定。期间，可根据形势发展需求和学科建设情况，不断调整培养规

模，以期更好地服务两岸文化交流的战略发展需求。

2.预期达到的学术能力水平及成果。预期培养出一批满足国家特

殊需求的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能独立开

展相关领域方向的科学研究和文化交流活动，成为活跃在两岸文化交

流领域的骨干人才。该类人才定位为高层次、复合型、专门化，强调

理论与实务、研究与应用相结合，预计将来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具有较强的组织和领导科研团队、管理和实施重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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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建设工程的实践技能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5年实施期间，将发

表研究论文100篇以上，参与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30项以上。

3.预期可从事的行业和就业情况。本博士点项目培养的高层次人

才主要面向国家和地方台湾事务、文化、宣传、统战、安全、政策研

究、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等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文化生态保护单位、

高校和研究机构等。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专门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目前

这些部门和单位迫切需要相应人才。本项目实施后，培养的闽南文化

与两岸交流研究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可逐步缓解这方面人才紧缺的状

况。

4.预期达到的社会评价情况。通过本博士点项目建设和人才培养，

预期在5年内为社会输送30-40名高层次特殊需求人才。在培养一批高

层次人才的同时，亦可推进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破解两岸文化交流

面临的难题，促进对台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本项目培养的人才将

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注入活力。

二、本项目实施的基础条件

（一）区位与文化资源独特

学校所在的漳州市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台湾

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台商投资密集区，也是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

区的核心区域，更是开展两岸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先行先试区，

这种区位优势是国内其他高校所不具备的。与这种区位优势相关联，

漳州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台交流的优势文化资源，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血缘亲”，这是漳州市的最大优势。在现有台湾汉族台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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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福建的约占90%以上，其中漳籍近800万，约占35.8%。 当前，台

湾一大批党魁政要如连战、江丙坤、王金平、林丰正、萧万长、陈水

扁、吕秀莲、游锡堃等的祖籍地均在漳州。在台湾开发史上，也有一

大批漳籍的先贤：颜思齐、蓝鼎元、吴沙、吴凤、林平侯、林维源、

连横等等，一部台湾的开发史，竟有如此之多的漳籍人与之紧密相连，

这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绝无仅有的。其二，“文缘同”，漳台之

间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文化联系密切。漳台之间语言相同，台湾通

行的方言是漳腔闽南话，民风民俗相同相近，宗教与民间信仰文化相

同相似，民间艺术、曲艺、工艺、建筑等由漳入台而后回传，相互传

承影响发展，特别是作为福建省五大地方剧种之一的芗剧（歌仔戏），

是全国360多个剧种中唯一根植两岸的地方剧种。漳州还拥有非常丰富

的闽南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这就使对台文化交流的开展有了深厚

的文化底蕴与基础。漳州市目前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拥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23个点，涉台文物点306处（居全国首位），

馆藏文物20000多件，是福建省的文物大市。漳州市还拥有木版年画、

芗剧、布袋木偶、锦歌、东山歌册、木偶头雕刻等15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3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有各种民俗文化团队900

多支，有10大类1000多种民间工艺品种，还拥有博物馆、芗剧（歌仔

戏）艺术中心、徐竹初木偶头雕刻艺术馆、南音、锦歌、芗城区灯谜

艺术馆、漳浦剪纸艺术中心等一大批闽南特色文化艺术场馆。上述区

域与文化资源优势，为我校闽南文化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与文化氛围。



12

（二）学科特色明显

我校立足闽南，充分利用和发掘闽南文化资源，积极开展科学研

究，促进了特色化学科建设的发展。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漳籍

学者黄仲琴教授、叶国庆教授就开始关注并研究闽南文化问题，分别

就漳州仙字潭古石刻、陈元光将军进驻闽南等问题发表了相关学术论

文。20世纪六十年代起，福建第二师范学院（漳州师范学院前身）黄

典诚、陈炳昭等先生踵武其后，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闽南方言及掌

故，出版了《闽南方言》等著作，为闽南文化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

闽南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我校的学术传统。1996年，我校在全国高校率

先成立了闽南文化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闽台文化研究所），整合全

校优质资源，共同致力于闽南文化的研究。随后，福建省高校人文社

科研究基地“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及福建省统一战线理论

研究会“两岸关系理论漳州研究基地”在我校相继建立。闽台文化研

究所与基地互为依托，相得益彰，成为福建省研究闽南文化的重要平

台。积极主办重要学术会议20余次，如2005年5月主办漳籍现代著名作

家全国学术研讨会，2007年主办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主

办国际闽方言学术研讨会，同年12月主办闽南文化与古代诗词学术研

讨会，2010年6月主办第三届开漳圣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仅2011

年举办了“两岸关系论坛——闽台文化交流”、“第二届漳州海商论

坛”、“漳州蓝氏与台湾关系”、“辛亥革命与闽台”等四次学术研

讨会。由本校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闽台文化交流》是目

前福建省唯一一家闽台文化研究的重要刊物，该刊物从2006年创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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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连续出版16期，刊发文章近800篇，作者中大多是两岸知名的专家

学者。《闽台文化交流》杂志还与台湾东吴大学、中兴大学、真理大

学、逢甲大学及台湾“中研院”、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等十几家大学

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交流。《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自1991年

起，开设“闽南文化研究专栏”，发表了大批有关闽台文化研究的学

术论文，该专栏2010年被评为全国高校学报“特色专栏”。我校把闽

南文化作为优势资源全面融入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建设中，

并把以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研究为特色方向的二级学科“汉语言文字

学”、以林语堂与漳籍现代作家研究为特色方向的二级学科“中国现

当代文学”列入学校重点建设学科。2005年，“中国古代文学”被列

为福建省重点学科，并增设“闽台文化与文学研究方向”，招收硕士

研究生。由于学科特色鲜明，科研成果显著，2011年，中国语言文学

被批准为一级学科硕士点。闽南文化作为一种优势资源，促进了学校

特色学科的建设发展，从而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办学特色鲜明

充分利用和发掘闽南优秀文化资源以促进人才培养，是漳州师范

学院长期坚持并积极践行的办学理念。学校以闽南文化凝炼学科、专

业方向，把闽南文化引进教学实践中，闽南文化成为学校取之不尽，

凸显地方特色的重要办学资源：

1.闽南文化及研究成果融入本硕教学。全校开设闽南方言文学、

闽台民间文化、漳台姓氏与族谱、闽台关系史、闽南思想史、闽南宗

教与民间信仰、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民间工艺美术、漳州锦歌、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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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等29门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通识课程（见附录1）。中国语言

文学、历史学、人文教育、旅游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也开设闽南文

化系列选修课程。闽南文化特色资源还渗透到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

生活史、民俗学概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艺术鉴赏等课程中。在本

科生毕业论文中，我校大量增设闽南文化方面的选题，鼓励学生参与

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科研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中文、历

史、人文教育、旅游管理等专业毕业生撰写与闽台文化有关的毕业论

文87篇（见附录2）。在全校大学生科研立项活动中，被批准立项的闽

南文化专项课题达60项（见附录3）。2010年建立省级“汉语言文学与

闽台区域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1年启动省级“优秀闽

南文化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在硕士培养层次上，中国古代

文学二级学科硕士点设有闽台文化与文学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二级学科硕士点设有闽台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方向，培养闽南文化方

向的硕士研究生。

2.充分利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传承、弘扬国

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学生人文素质。历史系利用闽南文化

资源在漳州市各县区建立多处专业实践基地，把课堂理论学习与田野

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能力。中文系与闽南日

报社、漳州广电中心、林语堂纪念馆合作，组织学生深入实际，感受

产生文学大师的土壤，触摸文学大师成长的轨迹。

3.利用闽南文化资源，打造高品位校园文化，优化人才培养环境

和氛围。校内道路用漳州古代书院命名，学校内河沿岸随处可见的观



15

景石上镌刻着闽南历史文化名人生平事迹，让学生一进校就能感受到

浓郁的闽南文化气氛。学校还结合闽台两地“地缘相邻，文缘相同”

的优势，努力搭建闽台高校文化交流平台，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南

音学会、木偶学会，传承民族文化瑰宝。南音学会多次与菲律宾、澳

门、台湾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木偶学会学生表演的经典木偶剧《大名

府》获福建省大学生优秀剧目展演第一名。学生表演的大型大鼓凉伞

舞成为省运会闭幕式的精彩节目。具有闽南特色的原创艺术在校园扎

根吐芳，艺术系闽南语小组唱《爱讲话》获得“台商协会杯”海峡风

闽南语歌手赛金奖，福建省首届校园闽南语原创歌曲比赛一等奖。九

龙江等文学社团，经常邀请本土作家到校内开展文学讲座，促进校园

文学创作。芗涛剧社则努力传承“芗潮精神”，坚持弘扬主旋律，立

足校园，服务社会，成立27年来，共演出近200场，演出剧目200个以

上，由于其表现及成绩突出，2006年芗涛剧社被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联合授予“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称号。2006年学校成为

首批“福建省校园戏剧示范基地”。

2008年4月，漳州师范学院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成绩优秀，专家组一致认为“我校的建设和发展深深植根于闽南文化

的沃土中，将闽南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转化为全体

师生的自觉行为，学校长期以来注重对闽南文化的研究和发掘，推动

了特色学科专业的建设，丰富和拓展闽南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拓展第一课堂，延伸第二课堂，实现两

者的良性互动，构建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形成了传承闽南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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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的鲜明办学特色”。

（四）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依托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见附录4），以闽台文化

研究所、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

心”等为平台，整合资源，在闽南文化研究领域已基本形成了一支职

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目前，该领域有教授19

名，副教授7名，博士13名，其中具有博士生培养经验的兼职博士生导

师 6名。此外，我们还通过整合福建省内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与台湾

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项目合作，聘请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参与人

才培养，可以满足本项目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见附录5、附录6、

附录7）

（五）科研成果丰硕

近五年来，该领域骨干教师获得各级各类科研课题56项（见附录

8），其中国家社科规划项目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7项，漳州市人

民政府重大委托项目2项，拥有科研经费672万元。出版学术专著40部

（见附录9），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106篇（见附录10）。获得省社科

优秀成果16项（见附录11）。

（六）实践基地完善

学校充分利用地处闽南的区位优势，长期与福建省委统战部、省

台办、漳州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市台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泉

州闽台缘博物馆、漳州林语堂纪念馆等部门密切合作，在青礁慈济宫、

白礁慈济宫、漳州市博物馆、东山关帝庙、云霄威惠庙等单位建立12

个教育实践基地。建立了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闽南区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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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及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两岸关系研究基地”，为

本项目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校与闽台缘博物馆、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与交流协议书见附录12）

（七）图书资料充足

我校重视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建设。图书馆辟有地方文献库，目前

该库拥有地方历史文献5万余种10万多册，此外，还拥有两岸关系数据

库、台湾华艺数位系列数据库、TAO台湾学术在线数据库等多个与闽南

文化研究有关的数据库。同时与福建省内高校及地方图书馆建立资源

共享机制，为闽南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具备了培养该类人

才的各种图书资料条件。

（八）对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试

在两岸闽南文化交流合作上先行先试，1996年设立闽南文化研究

所。目前分别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成功大学、明道大学、东吴大

学、中兴大学、逢甲大学、台北教育大学、新竹教育大学、屏东教育

大学等1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和联合办学。2011年实施5

个专业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我校主办的《闽台文化交流》杂

志已成为两岸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我校与台湾成功

大学、新竹教育大学、台北教育大学、世新大学、亚洲大学、大仁科

技大学、明道大学、中州技术学院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书见附录13）

（九）不断积累人才培养经验

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层次上，已有多年培养闽南文化专门人才

的经历，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此

外，我校林继中、张桂兴、肖庆伟等教授被福建师范大学聘为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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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目前已合作培养8名博士，

这些为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博士人才培养积累了经验。

三、本项目建设的政策支持

本项目建设得到了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

公室、福建省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见附录14、

附录15）。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两岸社会文化交流

的实际情况，签发《关于支持漳州师范学院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

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函》（中台函[2011]338

号，见附录16），对我校实施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

给予如下几方面的支持：

（一）支持在与台湾高校及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方面先行先试，协

助搭建新平台，拓宽新渠道，探索新模式，以不断强化研究力量，提

升学科优势。

（二）支持招收和培养台湾博士生，开展两岸人才联合培养。

（三）支持与我办所属全国对台干部培训中心对接，有针对性地

加强对对台系统干部在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的学习与培训，并探索向岛

内延伸。

（四）支持通过开展对台交流活动促进和提高学科水平。与闽南

文化学术研究相关的两岸交流活动，将列入我办重点交流项目，在经

费、渠道等方面予以倾斜。对在“海峡论坛”等两岸重要交流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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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和举办相关活动加大指导、支持力度。

（五）委托就对台基础性、现实性课题开展调研，发挥学科优势，

服务对台工作。

福建省人民政府长期支持我校的建设与发展，高度重视我校开展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试点项目。为

顺利实施本项目，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福建省人民政府签发《福建省

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

目建设的函》（闽政函[2011]191号，见附录17），对本项目给予以下

政策支持：

（一）充实提升基础条件。省财政安排专项经费1000万元用于支

持“博士项目”建设，其中2011年600万元；2012-2015年安排400万元。

（二）支持人才队伍建设。在省“闽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单列2

名指标支持“博士项目”培养引进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在“高校百名

领军人才资助计划” 中资助“博士项目”的高端人才；在“高校千名

学科带头人计划”中支持“博士项目”学科带头人赴国内外高校访学

研修；将“博士项目”研究团队列入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给予支

持。

（三）支持学科建设。将“博士项目”所属“中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列为省级重点学科，给予重点支持。

（四）支持科学研究。支持漳州师范学院依托“博士项目”创办

“闽南文化研究院”，其重点课题列为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给

予支持。

（五）支持对台交流合作。支持“博士项目”在对台文化教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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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合作上先行先试，面向台湾地区招收博士研究生，与台湾有关高校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支持学院定期举办两岸“闽南文化论坛”，在对

台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上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

本项目的建设与实施是我校事业发展中的一次跨越，为此，学校

党政领导高度一致，全校教职员工齐心协力，我们将进一步整合优质

资源，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在原有基础上，与漳州市人民政府

共建“闽南文化研究院”，与台湾成功大学等高校联合，共同推进闽

南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每年投入5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本项目基础

条件建设、引进和培养该领域的高端人才，建立和完善博士生培养质

量监控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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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师范学院

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

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实施方案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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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本校已开设闽南文化本科相关课程一览表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教师姓名教师姓名教师姓名 职称职称职称职称 课程类别课程类别课程类别课程类别 考核方式考核方式考核方式考核方式

闽南文化概论 汤漳平 教授 专业课 考试

闽南宗教与民间信仰 郑镛 教授 专业课 考试

闽南方言学 杨秀明 教授 专业课 考试

闽南民俗文化 郑镛 教授 专业课 考试

闽南区域发展史 刘云 副教授 专业课 考试

闽南思想史 邓文金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文学概论 吴文文 副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台湾史专题 安拴虎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考古学基础 姬康 博士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宗族社会 王建洪 副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台关系史 邓文金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民间文学 陈煜斓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台海洋社会与海洋文化 郑镛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地方文献概述 张嘉星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人物思想研究 邓文金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何池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概论 何池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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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专题 徐纪阳 副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海外移民与华人华侨 覃寿伟 副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台闽南语民歌 杨秀明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戏剧 郑玉玲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民间美术 蓝达文 副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民间舞蹈 郑玉玲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文化产业概论 王建红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文物与博物馆学概论 郑镛 教授 专业选修课 考查

闽南诗词吟诵 施榆生 副教授 通识教育课 考查

漳州方言与文化 杨秀明 教授 通识教育课 考查

台湾文学的影像研究 刘建华 副教授 通识教育课 考查

闽南民间信仰 段凌平 副教授 通识教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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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本校近五年来本科生撰写与闽南文化相关主要论文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毕业年份毕业年份毕业年份毕业年份 学生姓名学生姓名学生姓名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论文题目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1 2011届 吴瑞涯 闽南语歌曲中的乡愁现象 洪水英

2 2011届 陈阿端 漳州方言熟语与地域文化研究 李少丹

3 2011届 沈璐 闽南人说普通话的特点及提高对策 林松华

4 2011届 周菁菁 浅析漳州方言中的语气词 吴晓芳

5 2011届 乐雪清 闽南方言名词的重叠式 肖模艳

6 2011届 陈舒颐 台湾闽南语歌曲与乡土文化研究 沈舜乾

7 2011届 陈霞 陈旅及其《安雅堂集》——兼论陈旅文学主张 陈良武

8 2011届 卢俏伶 林语堂的漳州情结 张荣荣

9 2011届 许燕红 从闽南童谣看闽南地区的风土人情 施榆生

10 2011届 沈作磷 论乌山文化保护 施榆生

11 2011届 吴文超 古代闽南小说家研究 施榆生

12 2011届 吴亚芳 漳州女神信仰初探 张晓松

13 2011届 张永钦 漳州芗剧与闽台关系 张晓松

14 2011届 黄玲芳 从东山“妈祖”看闽台关系 张晓松

15 2011届 孙艺 龙海保生大帝信仰及其与台湾的交流 张晓松

16 2011届 戴文秀 漳浦民间信仰及社会影响 张晓松

17 2011届 陈丽燕 明代莆田黄氏家族研究 郑礼炬

18 2011届 王燕玲 论高少苹剪纸艺术 施榆生

19 2011届 王佳娜 闽南俗谚语初探 施榆生

20 2011届 施鸿婷 刘墉散文接受美学批评 任毅

21 2011届 黄溪梅 杨骚戏剧及其戏剧观 任毅

22 2011届 张强 浅谈杨骚诗歌的艺术特点 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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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1届 吴千桃 许地山小说与中国古典诗学 任毅

24 2011届 邱晓红 语言中的文化底蕴（方言、地名、称谓等） 林松华

25 2011届 林蕊 福州“塔骨”文化初探 郑玉玲

26 2011届 薛烨 论闽南“拍胸舞”的流传地域与风格特点 郑玉玲

27 2010届 黄荣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漳州驿站 汤漳平

28 2010届 徐维莉 中国古代诗中的漳州信仰 汤漳平

29 2010届 王文钧 台湾国文教材选文中的传统文化因素研究 汤漳平

30 2010届 江艳 宋诗中的漳州风貌 王春庭

31 2010届 王志敏
闽南语新闻节目的传播价值--以厦门广播电视为

例
周祖庠

32 2010届 张文场 近代德化陶艺名家辈出的原因探讨 郑镛

33 2010届 杨萌菊 黄道周与闽南书院教育的关系 郑镛

34 2010届 陈艺娟 东南花都特色产业发展分析 郑镛

35 2010届 张佳佳 福鼎市点头镇“神打跳火”仪式文化初探 郑玉玲

36 2010届 林舒云 台湾闽南语歌曲的独特唱腔与地域文化 郑玉玲

37 2010届 薛徽娟 歌仔戏音乐与人文背景关系研究 郑玉玲

38 2010届 黄晓君 民间信仰的现代化作用—以顺昌打圣信仰为例 张晓松

39 2010届 钟伟枚 客家民间信仰的社会作用与影响 –以武平为例 张晓松

40 2010届 郑庆宁 莆田三一教信仰研究 张晓松

41 2010届 蓝小惠
明清以来畲族的汉化——以漳浦赤岭蓝氏家族为

例
张晓松

42 2010届 杨萌菊 近代德化陶艺名家辈出的原因探讨 郑镛

43 2010届 陈艺娟 黄道周与闽南书院教育的关系 郑镛

44 2009届 张艳芳 黄道周诗歌研究 陈良武

45 2009届 吴双娇 论月港“开洋”与漳州民间海上贸易 郑镛

46 2009届 黄静 水仙花诗与漳州 汤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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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09届 徐维莉 宋代诗中漳州民众的信仰 汤漳平

48 2009届 王文钧 台湾课程改革中国文教材的文化因素分析 汤漳平

49 2009届 陈希铭 论林语堂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问题 陈煜斓

50 2009届 高敏 林语堂的生态文化观 陈煜斓

51 2009届 叶丽云 论林语堂作品中文学与宗教关系 陈煜斓

52 2009届 周淑彬 闽南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关系 李少丹

53 2009届 陈皎 建瓯方言语法研究 施榆生

54 2009届 包书丹 庄奴、罗大佑、琼瑶歌词创作的特点 贾燕子

55 2009届 钟巧滨
论畲族文化及其保护与发展——以安溪县善坛村

为考察对象
郑镛

56 2009届 黄小封 清代漳州向台湾移民之研究 郑镛

57 2009届 黄蓉真 广泽尊王信仰的文化解读 郑镛

58 2009届 高佑龙 漳州开展对台生态旅游的基本构想 郑镛

59 2009届 洛玲 浅析永安青水畲乡傩舞“打黑狮”的艺术特征 郑玉玲

60 2009届 谢路平 浅析歌仔戏舞蹈表演形态特征 郑玉玲

61 2009届 廖珍珍 17世纪中叶-18世纪的闽南商人与茶叶贸易 张晓松

62 2009届 岳丽双 莆田木兰陂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张晓松

63 2008届 纪成字 朱熹治漳思想浅析 郑镛

64 2008届 尤炳鑫 辜鸿铭（同安人）爱国思想初探 郑镛

65 2008届 许莹洁 邵武傩舞“跳弥勒”的艺术特征与民俗文化探析 郑玉玲

66 2008届 吴雄伟 传统农村的民俗与社会组织 张晓松

67 2008届 曾志和 三平祖师信仰与闽台交流 张晓松

68 2008届 贺玉文
试析妈祖信仰与闽北社会发展的关系——以武夷

山为个案研究
张晓松

69 2008届 郑易 论福州裴仙人信仰在当代的传播、影响及特点 张晓松

70 2008届 陈小兰 闽北和平古镇看民间古建筑的保护 张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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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2008届 洪胜 四堡刻书业与闽商关系初探 张晓松

72 2007届 陈绍琳 闽南话声母初探 李少丹

73 2007届 林 璇 闽南方言音系 肖模艳

74 2007届 廖秀珍 论方言电视节目的兴起 肖模艳

75 2007届 陈诗群 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方言音系 周祖庠

76 2007届 苏清珍 晋江市磁灶镇方言音系 周祖庠

77 2007届 詹闲雨 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马厂村方言音系 周祖庠

78 2007届 邓素贞 莆田方言词汇编 周祖庠

79 2007届 倪月萍 闽南方言词汇系统 周祖庠

80 2007届 陈琳琳 莆田西天尾镇象峰村方言语音系统 周祖庠

81 2007届 郑燕灵
闽南语新闻节目的传播价值 ——以厦门广播电视

为例
施榆生

82 2007届 邓家强 漳州印刷业市场调查 游 雅

83 2007届 陈燕清 试论泉州高甲戏的历史文化内涵 郑镛

84 2007届 苏华南 苏颂（同安人）功业因素初探 郑镛

85 2007届 许宝胜
论永宁卫（在石狮市）在明代闽南海防线上的地位

与作用
郑镛

86 2007届 林慧勤 试析广泽尊王信仰对闽台文化和华人华侨的影响 张晓松

87 2007届 陈艺丝 漳浦赤岭畲族乡民间信仰及其作用 张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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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本校本科生、研究生与闽南文化相关主要科研立项情况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立项立项立项立项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课题名称 课题组成员课题组成员课题组成员课题组成员

指导指导指导指导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经费来源经费来源经费来源经费来源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2006 管理系
漳州土楼与城堡研究

报告

王相玉、徐丽滨、蔡云

龙
淦凌霞 王相玉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2 2006 管理系

漳州市导游人员自主

学习对组织绩效影响

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张丽雅 赵 森 张丽雅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3 2006 管理系
漳州片仔癀品牌影响

力调研

刘盟建、陈果平、陈瑞、

程丽平
翁 兴 刘盟建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4 2006 管理系
漳州片仔癀品牌推广

策略探讨
林志凡 尤 晨 林志凡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5 2006 管理系
闽南金三角旅游品牌

战略规划
邱丽芬 伍延基 邱丽芬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6 2006 政法系
关于漳州社区居民法

律素质结构调研

何丽玉、黄 颖、郑丹

丹
何东平 何丽玉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7 2006 中文系

红色经典的文化传承

——精雕细刻谱英雄

珠联璧合话“组歌”

郑英雅、陈晋烟、曾亚

梅、李福来、周深亮
陈煜澜 郑英雅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8 2006 历史系
漳浦县乡村民间信仰

与民俗调查

陈艺丝、郭丽莹、许端

端、洪 胜、陈岚、吴

雄伟

张晓松 陈艺丝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9 2006 管理系
漳州中闽的企业形象

识别系统和塑造

洪丽琼、李红红、黄旭

霞、林艺芬、陈灼美
王学武 洪丽琼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已结题

10 2007 外语系 林语堂翻译美学研究 罗志铭 黄宁夏 罗志铭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11 2007 生物系
闽南地区绿化现状分

析及未来发展建议

辜明君、张丽凭、黄文

全、张 超

王玉玲、

林 莹
辜明君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12 2007 政法系
闽南新区建设构想的

研究
黄毅、谢荣昆 廖章庭 黄 毅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13 2007
经济学

系

闽南金三角地区志愿

服务现状分析与建议
曹海洋、杨祎岚 李定庆 曹海洋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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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07 管理系
关于推广芗剧的营销

构思

王朝红、林彩虹、黄子

锋
郭祖仪 王朝红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15 2007 管理系

民间信仰文化对促进

闽台旅游的作用和意

义

洪丽琼、洪菲菲 段凌平 洪丽琼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16 2007 管理系
从市场营销角度看漳

州农业品牌化发展

林芝、尤月红、陈娟彬、

林丽丽
尤 晨 林 芝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17 2007 管理系
漳州“粿”文化现状调

查及营销策略研究

兰彬彬、梁凤琴、李淑

琴
王学武 兰彬彬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18 2007 管理系

打造福建旅游新品牌

——闽南金三角旅游

产品开发研究

张素燕、李晓群、童旋

航、李大华
郑春霞 张素燕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19 2007 中文系 林语堂与故乡 柯美玲、杨振华 陈煜斓 杨振华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20 2007 中文系 林语堂美学研究
谢俊洁、叶丽云、蔡晓

斌
陈煜斓 叶丽云

大学生科

技文化节

科研立项

结题

21 2007
计算机

系

漳州旅游文化动态网

站

黄林清、吕莉、徐春香、

石美凤、王惠玲
李彦辉 黄林清

大学生科

研立项

22 2007

历史与

社会学

系

闽台民间信仰关系的

调查与研究——以漳

州部分庙宇为例

颜巧治、黄舒、范丽聪、

张白树
张晓松 颜巧治

大学生科

研立项

23 2007 新闻系
海西主要本科校内杂

志编辑研究

谢恩勤、许少慧 谈余

庆、何启文
于得溢 谢恩勤

24 2007 教育系

闽南地区心理健康社

区服务工作现状及其

构想

吴燕雅、吴丽蓉 张灵聪 吴燕雅
大学生科

研立项

25 2007 经济系

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

支持研究——以福建

省欠发达地区为例

游素萍、江冠群 林长泰 游素萍
大学生科

研立项

26 2007 经济系

海西经济腾飞新模式

探析-以漳州一市多品

为案例

潘兰兰、陈敏洁 侯曙光 潘兰兰
大学生科

研立项

27 2007 政法系
论三都澳在海西建设

中的作用

张远、邹凤、吴秋兰、

林凤、甘振丽
李德栓 张远

大学生科

研立项

28 2007 中文系
汤漳平先生楚辞学思

想研究

郭常斐、卢夏平、朱敏

芳、李晓琼、李艳萍、

刘帅丽

黄金明 郭常斐
大学生科

研立项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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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07 中文系
元代诗人的闽地情结

与诗歌创作

孙晓宏、郑丽霞、刘娟

萍、庄丹
胡金望 孙晓宏

大学生科

研立项
研究生

30 2008 中文系
漳州孔庙的兴衰沿革

与儒学在漳州的传播
许丽娟、陈筱濛、钟颖 陈良武 许丽娟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1 2008 中文系 林语堂的生态文化观
高 敏、林晓露、张

靓
陈煜斓 高 敏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2 2008 中文系 芗剧研究
杨冰冰、庄小红、林娜

宝、张 慧
陈煜斓 庄小红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3 2008 中文系
从闽南歌曲透视闽南

文化的精神特质

曾婷婷、林懿、黄碧珍、

陈松星
施瑜生 陈松星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4 2008 中文系
闽南民间歌谣的文化

阐释

卓鸿、胡雅京、张萍珠、

张慧
苏永前 张 慧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5 2008 中文系 台湾作家黄春明研究
陈芳玲、叶丽红、胡阳

芝、卢晓燕
徐纪阳 陈芳玲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6 2008 经济系

海西经济腾飞新模式

探析-以漳州一市多品

为案例

潘兰兰、陈敏洁 侯曙光 潘兰兰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7 2008 历史系

宋明清闽南理学家思

想研究——以黄道周、

蓝鼎元、蔡新为中心

倪莉静、吴丽珍、陈芳

芳、郭晓辉、严坤木
邓文金 倪莉静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8 2008 历史系

闽台移民问题的调查

和研究——以明清时

期漳州地区为例

潘晓红、吴双娇、黄小

封、高玉贞
邓文金 潘晓红

大学生科

研立项

39 2008 历史系
宗教文化对闽南地区

社会福利意识的影响

兰林火、钟燕、谢尚柏、

郑丽琼、黄珊珊
黄耀明 兰林火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0 2008 历史系
海外移民与闽南传统

文化的再造及其影响

许方针、陈艺娟、庄冬

江、陈琼娥、罗春梅
翁频 许方针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1 2008 历史系
闽台茶文化的调查与

研究

黄惠萍、林巧璇、吴英

珍、罗元彬
邓文金 黄惠萍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2 2008 历史系 漳州地方婚俗

吴俊丽、伍彬彬、魏妙

惠、黄玲、李玲、林巧

玉、林婷、潘平平

李南海

邓振军
吴俊丽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3 2008 历史系

漳州民间辅顺将军的

信仰问题调查与漳州

社会及闽台关系

汤雪辉、陈敏、张璐、

黄海燕、陈丽香
张晓松 汤雪辉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4 2008 历史系
东山民间信仰与东山

社会

卢华强、郑燕华、吴守

键、吴昌梁、上官志星、

张丽雪、徐祖兴

许添元

张晓松
卢华强

大学生科

研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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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08 历史系

漳州民间信仰与闽台

关系——以漳州部分

宫观庙宇为例

张永钦、杨威、何燕玲、

吴亚芳、叶静、林碧娥、

江维、许聪智

张晓松 张永钦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6 2008 新闻系
浅谈泉州方言的几种

现象
廖丽霞 安栓虎 廖丽霞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7 2009 管理系

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品牌化发展_以布袋

木偶戏为例

王一淼、范艳华、郑莉

莉、陈立玲、梁梅英
尤晨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8 2009 管理系
漳州小吃街的建设与

发展战略

张慧玲、黄珊珊、刘龙

彬、蔡陈玉
曾明华

大学生科

研立项

49 2009 管理系

漳州民间文化产品开

发及其整合营销传播

研究

吴奇、陈秋燕、 黄芳

芳、孟术、 叶德凤
吴奇

大学生科

研立项

50 2009 管理系

漳州东山关帝文化旅

游现状及发展对策研

究

蒋宝石羡、吴延旺 唐黎
大学生科

研立项

51 2009 历史系 漳州芗剧与闽台关系
张永钦、吴亚芳、江维、

许聪智
张晓松

52 2009 历史系

漳州传统节俗研究—

—以“开漳圣王”为研

究中心

徐淑娇、肖婉红、薛杨

萍、朱琳、黄燕咀、谢

婉茹

郑镛

53 2009 历史系
闽南保生大帝与慈济

文化研究

唐丽丽、郭晨辉、程书

林、鲍丽娇、邱珍珍
郑镛

54 2009 历史系
福建绅士研究与当代

地方建设
王晓春、罗斌、 张清 张欣

55 2009 历史系
从东山“妈祖”看闽台

关系

黄玲芳、张璐、 曾群

倩、林晓娜、曾晓云
张晓松

56 2009 历史系
从杜月笙的行为变化

看民国时的政治嬗变

邢慧中、应珊珊、黄金

南、方丽君、郑榕
张欣

57 2010 管理系
海峡西岸城市旅游竞

争力对比分析

丘辉、凌丽萍、 黄亭

枚
陈再福

58 2010 历史系
谈漳州侨乡文化与本

土文化的互动
陈敏慧 姬康

59 2010 历史系
福建南音的渊源与未

来发展的研究
江博 许永忠

60 2010 中文系
从《台北人》《纽约客》

看白先勇的文化乡愁
陈天滟 张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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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4：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简况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是与学校同步发

展、历史最早、教学和科研实力最强的学科之一，2003年获得中国古

代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得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位

授予权，2010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现有6个硕士

学位点：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1个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闽

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2个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文艺

学；3门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文系现有专任教师79人，其中教授25人，副教授32人，占专任

教师总数的69%；博士29人，硕士33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82%；博士

生导师3人，硕士生导师16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人，省优秀专

家1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青年专家1人，省级教学名师1人，省优

秀教师2人，入选“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人。学科

队伍职称、年龄、学历结构合理。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自从2003年首次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已

在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四个二级

学科形成学科优势，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也

已具有较强实力。近年来，本一级学科在传统语言文学研究的基础上，

正逐步凝练形成闽台文化与文学、文化诗学、汉语方言学（闽南方言）

三个特色研究方向，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学科特点、传统研究模式向闽

南地域文化与文学、文化诗学研究等特色方向的转变。

闽南文化与文学研究、闽南方言研究是本一级学科着力打造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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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方向。该方向着力探讨闽南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闽南方言与地域文

化的关系，辐射文学、语言学、文艺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人

类学等学科，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为更加深入有效地开展闽南区域

文化与文学研究，本学科建立了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闽南区

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并且与闽台文化研究所、《闽台文化交流》

杂志密切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达到了整合全校力量、加强闽

南文化与文学特色领域重点研究的目的。

2005年以来，本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和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

成果丰硕，共获得科研项目6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

人文社科基金项目8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4项，福建省社科规划项

目18项；出版教材及论著32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675篇，其中多篇发

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上；

各类科研成果奖19项，省社科优秀成果奖11项。这其中，关于闽南文

化与文学研究的论文150余篇，出版《闽南方言研究》、《林语堂与中

国文化》等专著6种，主编出版《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5

部，参编《漳州姓氏》、《漳州文化丛书》、《漳台文化丛书》等20

余部；科研项目中，以闽南文化与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包括张桂兴、

陈煜斓教授主持的漳州市人民政府《林语堂全集》编纂项目、“闽南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胡金望教授主持的福建省社科项目《明

清之际闽南学风与文学研究》、郑礼炬副教授的福建省教育厅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明代福建家族文学研究》、陈良武副教授的江苏

省高校研究生（博士）创新计划项目《黄道周研究》、徐纪阳博士主

持的福建省社科项目《近百年来鲁迅在台接受史》和福建省教育厅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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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鲁迅在台湾的传播、接受及影响之研究》等。近几年，共有17人

次赴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及台湾、港、澳等地区进行该领域

的学术交流。

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方向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方向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方向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队伍在国内有较大影响，整体科研实力较

强，研究成果丰富，在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本学

科方向注重将文学史的研究置于文化的视野下，注重文献，强调实证，

形成了文学研究与文献整理并重、文学研究与文化生态结合的基本特

色。

本方向学术带头人、著名学者林继中教授为古代文学界知名学者，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福建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身兼中国

杜甫研究学会副会长、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宋代文学学会理事、福建

省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林教授于文学史理论方面颇有建

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篇

以上，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其《文化建构文学史纲》、

《文学史新视野》、《诗国观潮》等著作是林教授运用新的学术视角、

新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进行古代文学理论现代

转换的原创性成果。

汤漳平教授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屈原学会副会

长，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州学刊》杂志社社长，漳州师

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前任所长，对出土文献、中原文化、楚文化、

闽南地方文献与文化均作了长期研究并取得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先

后主持完成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在《文学评论》、《文学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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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州学刊》、《中华文化与艺术》、《东南大学学报》、《楚

辞研究与争鸣》、《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楚辞学》、《江海学刊》

等刊物发表百余篇论文，出版《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河南风物

志》、《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屈原传》、《楚辞论析》、

《中原文化与现代化》等专著，多项研究成果获奖。

肖庆伟教授于1998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

选，先后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闽海作家群研究》、全国高校

古委会项目《台湾古籍丛书》，主持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

划项目《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十

五”规划项目《明词发展史研究》、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元草堂诗馀校注》等五项。已出版学术著作《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

《飘风急雨——新旧五代史随笔》等2部；参与撰写的著作有《走向文

化诗学》、《增订注释全宋词》、《唐宋词精华》等5部。在《文学遗

产》、《文献》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专著《北宋新旧党

争与文学》富有创见，于封建社会党争及作家创作关系的研究，取得

突破性和前沿领先的学术成就，得到著名学者王水照、严迪昌、杨海

明等人的高度评价，获得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奖励。

2001年本系成功举办了第五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在辞赋学

研究界产生良好而广泛的社会影响。2008年12月召开第二届全国出土

文献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扩大了我系中国古代文学在全国学术界的

影响，进一步形成文献与文学相结合的学术活动特色，促进了本研究

方向的成熟。

二、文艺学学科方向二、文艺学学科方向二、文艺学学科方向二、文艺学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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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学科方向是中文系发展最早、队伍稳定、成果富于连续性

的特色研究方向之一。早在1997年，由林继中教授倡导发起，学校即

成立了文化诗学研究所，整合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古代文学、文艺学、

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多名骨干教师共同参与。多年来，在刘

庆璋、胡金望、祖国颂等几任所长的带领下，科研活动多样化、日常

化，组织开展了多类型、多层次的科研活动，文化诗学研究所的学术

成果，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经过努力，本学科方向业已在文化诗学研究、叙事学研究等领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

与文学方法论研究”、“文化诗学的中国化及其实践”等科研项目10

余项，编辑出版了《走向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叙事学的中国之路》三部汇集和展示该方向教师近年相关科研成果

的学术论文集。此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开设专栏定期发表“文

化诗学”方面的论文，扩大了本方向的学术影响。

本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祖国颂教授为福建省优秀教师，中国叙事

学会理事，福建省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负责人，主攻研究方向为文艺

学、比较文学。近年来，先后主持多项福建省社科规划课题，主持召

开了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出版著作有《叙事的诗学》(专

著)，《叙事学的中国之路》(主编)，《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副

主编)，在《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俄罗斯文艺》

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黄金明教授关注中古文学文体研究、文体互动研究，既注重文献

的方法，也努力从事批评理论框架的建构，其原创性学术成果在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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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好评。先后主持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

《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入选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

三、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方向三、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方向三、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方向三、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方向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方向历史悠久，教学人员经验丰富，已形成以

周祖庠教授的音韵学研究、陈广忠教授的训诂学研究、张嘉星教授的

闽南方言与方音整理研究为代表的特色领域。

本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周祖庠教授通过长期的潜心研究，证明《广

韵》音系乃是隋初萧该、颜之推等人综合南、北朝首都金陵、洛下雅

音而人为构造的一个理论审音体系，等韵理论则是唐宋音韵家以当时

已经发展变化了的语音图解《切韵》综合音系的产物，因此在其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音韵学理论和音韵学体系都是脱离实际的。通过努力，

研究团队寻求到并整理出一个早于《切韵》五十八年问世的反映南朝

首都金陵雅音的单一音系——原本《玉篇》音系，并以原本《玉篇》

音系作为中古音的代表在其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音韵学理论和新的音韵

学学科体系。

近年来，本学科方向逐渐形成了以张嘉星教授为首的闽南方言文

献整理与研究的新特色，其《闽方言研究专题文献辑目索引》是包括

闽南方言在内的所有闽语研究者，乃至众多汉语方言研究者的必备参

考资料。在闽南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研究方面成果也很显著，先后发表

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漳州童谣选译》、《闽南方言•漳州话研究》

等专著多部，多次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目前，本方向形成拥有6位教授级专家、4位博士和多位硕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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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的研究团队，年龄结构合理，方向明确，潜力巨大，具备进行学

术研究和培养人才双重平台的作用。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方向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方向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方向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方向

现当代文学学科近年来发展较快，在梯队建设、科研成果等方面

均取得长足进步，其中，现代作家作品研究领域成绩尤为显著。近年

来，先后引进了张桂兴、陈煜斓、沈金耀等多位教授和博士，送出培

养的向忆秋、胡明贵等多位博士研究生业已学成归来，研究团队整体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已在当代文艺思潮研究、闽南地域作家研究、

林语堂研究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学术带头人张桂兴教授终生研究老舍，倾注心血四十年，是国内

外著名的老舍研究专家、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高校教学名

师。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从“基督教徒”到“人民艺术家”

——老舍创作道路新论》，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

文学史料》、《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多篇被人大

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同时，先后出版老舍研究专著十几部，其中《老

舍年谱》、《老舍资料考释》、《〈老舍全集〉补正》等在国内外老

舍研究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华读

书报》、《中国文化报》、《中国图书评论》和日本的《朝日新闻》

等报刊都曾先后发表过书评予以推荐和介绍，称这些专著为老舍研究

的“百科全书”。

从总体看，该研究方向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提

高办学层次、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学科生长点。

五、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方向五、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方向五、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方向五、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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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方向师资力量雄厚，人才储备充足，学术

梯队合理，具有坚实的学科发展基础，科研实力和科研成果突出。

该方向一直注重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强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文学史、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途径，已逐渐凝炼成古代文学文献整理

与研究、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史研究、闽南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三个

特色研究方向。

本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胡金望教授现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

任，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要

负责人，福建省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先后

主持教育部高校古委会项目4项，省社科规划项目《明清之际闽南学风

与文学研究》等4项，福建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项，发表学术论文80余

篇，点校整理《阮大铖戏曲四种》、《咏怀堂诗集》、《方涂山诗集》，

出版学术专著《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主编福建省古代文学研究会

地域文化与文学论文集《文海扬波》，先后三次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林大志教授在中古诗风流变研究、中古文献及福建地方文献研究

等领域丰富斐然，入选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省

社科优秀成果奖励。在《文学遗产》、《光明日报》上发表数十篇有

见地的学术论文。

六六六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向

本学科方向在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引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从两种不同文化的深层背景来探索中西文学的关系；同时，在对西方

文学深入研究的同时，专注于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研究，从各个角

度加深中西文学之间的双向阐发研究。本学科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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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支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的学术队伍，先后承担多项研究课题，

发表了《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从水仙花、黄玉雪、汤亭亭到谭

恩美》、《金圣叹与黑格尔：叙事文学理论的两座高峰》、《王国维

与康德：中西诗学对话的范例》等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西

方近现代文学理论史》、《欧美文学理论史》等学术专著。

本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刘熠副教授毕业于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专业（博士），长期致力于英美文学、女性文学和比较文学的

研究。2000年起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开设了英美文学史及英美文学选

读等课程。曾获省社科规划课题一项、省教育厅规划课题一项，发表

论文10余篇，其中国家级权威核心刊物一篇，CSSCI来源期刊一篇，核

心刊物一篇。The Voice of a Feminist： The Joy Luck Club 获2002

年度福建省外国语学会优秀论文奖，《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 ——从

水仙花、黄玉雪、汤亭亭到谭恩美》获2005年度福建省外国语学会优

秀论文奖。2004年8月，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宣讲论文Amy Ta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获得国

际比较文学学会专家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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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人才培养项目主要指导教师

ⅠⅠⅠⅠ 人才培养项目主要指导教师人才培养项目主要指导教师人才培养项目主要指导教师人才培养项目主要指导教师

序号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所在单位 指导研究生的专门化方向

1 肖庆伟 教授、博导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

2 陈庆元 教授、博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

3 胡金望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

4 张桂兴 教授、博导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

5 陈煜斓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

6 林大志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

7 沈金耀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闽南文学与文献研究

8 张嘉星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方言研究

9 杨秀明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方言研究

10 林华东 教授、博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方言研究

11 郑镛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民俗文化研究

12 邓文金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民俗文化研究

13 林国平 教授、博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民俗文化研究

14 郑玉玲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民俗文化研究

15 张晓松 教授、硕导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

化研究所
闽南民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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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人才培养方案主要课程主讲教师

ⅡⅡⅡⅡ 人才培养项目培养方案主要课程主讲教师人才培养项目培养方案主要课程主讲教师人才培养项目培养方案主要课程主讲教师人才培养项目培养方案主要课程主讲教师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总课时数
主讲教师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所在单位

1
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导

论

学位（必

修）课
36 汤漳平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2 文化人类学
学位（必

修）课
18 林继中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3
闽南文学与文献整理研

究

学位（必

修）课 36
肖庆伟
陈庆元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闽台文化研

究所

4 闽南方言研究
学位（必

修）课 36
张嘉星

林华东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5 闽台民俗文化研究

学位（必

修）课 36 张晓松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6
明前及明代闽南文学研

究
选修课 18

胡金望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7 清代闽南文学研究 选修课 18 张则桐 副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8 现当代闽南文学研究 选修课 18
张桂兴
陈煜斓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9
闽南历代碑刻、谱牒文

献专题研究
选修课 18 林大志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10 明清宦台作家研究 选修课 18
肖庆伟

陈良武

教授
副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11 台湾现当代文学研究 选修课 18
沈金耀
胡明贵

教授
副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12 闽南方言语音研究专题 选修课 18 林华东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13 闽南方言文献研究 选修课 18 张嘉星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14 闽台闽南方言比较研究 选修课 18
李少丹

林颂育

教授

副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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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闽南方言词汇研究专题 选修课 18 杨秀明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16 闽南方言语法研究专题 选修课 18 吴晓芳 副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

17 闽台民间信仰专题研究 选修课 18 林国平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18
闽台家族社会与文化专

题研究
选修课 18 郑镛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19 两岸关系史专题研究 选修课 18 邓文金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20 台湾地方史 选修课 18 张晓松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21 闽台民间艺术研究 选修课 18 郑玉玲 教授
漳州师范学院闽

台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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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主要指导教师及课程主讲教师简况表

ⅢⅢⅢⅢ 本表本表本表本表ⅠⅠⅠⅠ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简况简况简况简况

姓名 肖庆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7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199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

名称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

及ISBN,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0（03）
论云间宋氏家族词人与《倡和诗

馀》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ISSN 1000-5285）
独立

2008（10）

《支机集》：云间词派的界内别

声。收录于《庆贺吴熊和教授从

教50周年论文集》

浙 江 大 学 出 版 社 （ ISBN

978-7-89490-507-9）
独立

2006（11）
论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文献取

向收录于《漳州籍现代作家论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SBN9787020057399）
独立

2005年 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ISBN7-02-003134

-X福建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

奖（证书号：05271）

独立

2002（05）论赵文的《青山诗余》 文学遗产（ISSN0257-5914）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

晚明闽海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07BZWO042）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2007-2011 9.5 第二合作者

台湾古典文学丛书（33种）（项目编号：1115）
全国高校古委

会
2011-2013 12

第一合作者、

副主编

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闽教科

[2008]2号）

福建省高校人

文社科基地项

目（自筹）

2008-2012 15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
况）

学生

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林晖 硕士 中国古代文学 赵以夫及其词研究 2010年 漳州师院 长泰一中

陈安梅 硕士 中国古代文学 刘将孙诗歌研究 2010年 漳州师院

漳州职业技

术学院统战

部

李梅 硕士 中国古代文学 论史达祖词 2007年 漳州师院
漳州师院新

闻系

袁利杰 硕士 中国古代文学 明清寓台诗人研究 2013年 漳州师院

熊光红 硕士 中国古代文学 宋代漳州词家研究 2013年 漳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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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庆元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46.07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硕士，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

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1（02） 徐 卒年详考 文学遗产ISSN0257-5914 独立

2010（04） 徐 的荔奴轩及《荔奴述》 中国文化研究ISSN 1005-3247 独立

2009年 谢章铤集
福建省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二等

奖（证书号：2009107）
第一

2007年 《诗品》品外诗人之考察
福建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二等

奖（证书号：07086）
独立

2005年 大明泰始诗论
福建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一等

奖（证书号：06021）
独立

目 前承

担 的与

本 项目

人 才培

养 有关

的 主要

科 研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务

晚明闽海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07BZWO042）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007-2011 9.5 主持

全南朝文（项目编号：2010&ZD103）
国家社科
重大招标
子项目

2010-2015 8 主持

台湾古典文学丛书（33种）（项目编号：1115）
全国高校
古委会

2011-2013 12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林怡 博士
中国古代

诗文
庾信研究 1997年 山东大学 福州大学

王玫 博士
中国古代

诗文
建安文学接受史 2002年

福建师范

大学
厦门大学

汤江浩 博士
中国古代

诗文

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

学研究
2002年

福建师范

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徐安琪 博士
中国古代

诗文
北宋词学思想研究 2006年

福建师范

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慧莲 博士
中国古代

诗文
东晋佛教与文学研究 2006年

福建师范

大学

越南胡志明市

佛教大学

宁淑华 博士
中国古代

诗文
南宋湖湘学派文学研究 2009年

福建师范

大学

湖南安全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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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金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2.1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1997年6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
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

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1（02） 三平寺文化解读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ISSN： 1004-468X

独立

2009年
文海扬波——福建省第三届古代
文学研究会学术集萃

安徽大学出版社ISBN：9787811105490 主编

2008（05） 论方文的遗民情结与诗风 东南学术ISSN： 1008-1569 独立

2007年 《咏怀堂诗集》点校
福建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二等

奖（证书号：07087）
独立

2005年 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
福建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三等

奖（证书号：06254）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

任务

闽南文化与文学艺术发掘整理和研究
（闽教高[2009]8号）

福建省高校
服务海西建
设重点项目

2009-2014 20 主持

明清之际闽南学风与文学研究
（项目编号：2008B120）

福建省社科
规划项目

2008-2010 1.5 主持

方文《涂山集》校点整理
（古728）

全国高校古
籍整理项目

2008-2009 1.5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
况）

学生姓名
攻读博
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陈淑娥 硕士
元明清文

学
吴炳与《粲花斋五种曲》研究 2010年 漳州师院

厦门市台
办

庄丹 硕士
元明清文

学
郑善夫诗歌研究 2009年 漳州师院

漳州职业
技术学院
统战部

郑丽霞 硕士
元明清文

学
王慎中诗文研究 2008年 漳州师院

漳州师院
闽台所

范杰 硕士
元明清文

学
明清之际漳州文人结社研究 2012年

郭志敏 硕士
元明清文

学
明代闽南抗倭诗文研究 2012年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publish=%E5%AE%89%E5%BE%BD%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
http://211.80.179.221/kns50/detail.aspx?QueryID=3&CurR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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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桂兴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48.11.20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大学本科，1972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

权号

署名情
况

2008（06）评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丛 刊 （ ISSN:
1003-0263）

独著

2008（03）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学评论（ISSN: 0511-4683） 独著

2008（03）
从生命的源头去阐释“幽默大师”

林语堂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丛 刊 （ ISSN:
1003-0263）

独著

2006年 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ISBN ：
7-02-005739-X）

主编

2005年 老舍年谱（上、下册）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ISBN:7-5321-1342-6/I·1050)

独著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
担任务

从基督教徒到人民艺术家—老舍创作道
路（项目编号：06BZW049

国家
社科基
金项目

2006－2009 14 主持

《骆驼祥子》传播接受与文本变异研究
（项目编号：11YJA751094）

教育
部人文
社科项

目

2011－2014 9 主持

《林语堂全集》编纂
（编号：1001A71103）

漳州
市政府

2011-2014 200
主编

之一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

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

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

位

陈小环 硕士

中国现当代

文艺思潮与

文艺理论

新时期漳州籍作家创作研

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郑丽琼 硕士

中国现当代

文艺思潮与

文艺理论

闽南文化与林语堂的小说

创作

2012年 漳州师院

阮小慧 硕士

中国现当代

文艺思潮与

文艺理论

童年记忆与林语堂的文学

创作

2012年 漳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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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煜斓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10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硕士，2000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西安当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

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08年 林语堂的民族文化精神（专著） 华侨出版社ISBN978-780222-450-6 独立

2008年 走近幽默大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ISBN9787215060876
主编

200804） 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化——林语堂

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的思想检讨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ISBN 1001-5973 独立

2007年 林语堂研究论文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ISBN9787215060876 主编

2005（11）
从《萨天师语录》看林语堂的文化

取向及其表达
江汉论坛ISSN 1003-854X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

现代歌词与20世纪中国文学（项目编号：

07BZW050）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2007-2009 8 独立

《林语堂全集》编篡（编号：1001A71103）
漳州市政府

项目
2011-2014 200 主编之一

百年唱诗的文化透视（项目编号：2006B084）
福建省社科

规划项目
2006-2009 0.8 独立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

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张修敏 硕士
现当代文艺思

潮与理论
林语堂文艺思想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刘志向 硕士
现当代文艺思

潮与理论

新时期文艺思潮与闽

南作家创作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胡小娜 硕士
现当代文艺思

潮与理论

闽南文化传统与当代

漳州籍作家创作
2013年

漳州师院

李屹 硕士
现当代文艺思

潮与理论

林语堂的宗教意识与

文学创作研究
2013年

漳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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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大志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9.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2003年6月毕业于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

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权

号

署名情况

2009年
四萧研究—以文学为中心（专
著）

福建省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证书号：2009274）

独立

2009（07）对梁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 浙江社会科学ISSN： 1004-2253 独立

2008年 《闽海纪要》校注 福建人民出版社ISBN：9787211056200 独立

2007年 苏颋张说研究（专著） 齐鲁书社ISBN978-7-5333-1888-8 独立

2006（01）中西会通构建民族诗学体系 光明日报2006年1月27日第11版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务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0@ZD10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

2010-2012 5 参加

中古皇室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项目编
号：2008B2072）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
目

2008-2011 1.5 主持

三至六世纪诗风流变研究（项目编号：
L510003）

福建省高校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7-2010 3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

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钟志强 硕士
唐前文献

与文学
六朝咏物诗研究 2010年 漳州师院

南开大学在读

博士

刘丽华 硕士
唐前文献

与文学
王僧孺研究 2010年 漳州师院

漳州师院闽台

所

刘娟萍 硕士
唐前文献

与文学
张正见诗歌研究 2008年 漳州师院 长汀一中

张欢 硕士
唐前文献

与文学

唐前士人入闽及其创作研究

——以江淹为中心
2012年 漳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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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沈金耀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7.11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200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
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
发明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ISSN、
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09年 散文范式论（专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ISBN 978-7-80719-409-5 独立

2008（06）
《野草》的追问——关
于《野草》的一种解读

鲁迅研究月刊ISSN 1003-0638 独立

2007年
林语堂的理想文化人格
（专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ISBN 978-7-80222-470-4 独立

2006年
鲁迅杂文诗学研究（专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ISBN 7-5334-4565-1 独立

2005（06）
“道”“圣”“经”与中
国文章的写作模式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ISSN1671-8402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

任务

海峡西岸文化与传播产业科学发展研
究（闽教高[2009]8号）

福建省高校服务
海西建设重点项
目

2009-2014 20 主持

中国白话散文范式理论及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2006B2010））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6-2007 1.5 独立

福建客居台湾画家沈耀初研究
（项目编号：JB11132S）

福建省教育厅社
科项目

2011-2013 0.5 独立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况）

学生姓

名

攻读

博士/硕

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肖魁伟 硕士
文化诗学
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林语堂的文化传播研究 2011年 漳州师院
漳州师院
闽台所

陈成伟 硕士
文化诗学
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二十四诗品》研究 2010年 漳州师院
福清市台

办

宁静 硕士
文化诗学
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闽台文学缘属关系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51

ⅢⅢⅢⅢ 本表本表本表本表ⅠⅠⅠⅠ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简况简况简况简况

姓名 张嘉星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52.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专科， 1985年毕业于福建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

权号

署名情况

2010（03）闽南歌谣起源年代及其流变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ISSN1003-0964
独立

2006年 漳州方言童谣选译（专著）
北京：语文出版社

ISSN7-80184-672-9
独立

2006（01）传教士与闽南方言辞书 文献ISSN1000-0437 独立

2005年
闽方言研究专题文献辑目录索引

（专著）

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0610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ISBN7-80190-232-7

独立

2002（03）漳州话的称数词 福州大学学报ISSN1002-3321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

任务

CALIS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项目·闽方

言文献数据库”（项目编号4401-FJ-501）

教育部高教司高

校图书馆项目
2011－2015 2 主持

《漳州方言歌谣研究》（项目编号2003E139）
福建省社科规

划项目
2005-2006 1.5 主持

福建省高等学校图书馆专题特色数据库建

设项目·语言学科数据库子项目（项目编号

JB05218）

福建省教育厅

社科项目
2009-2012 5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梅书静 硕士 方言学
闽南方言韵尾演变特点

分析
2012年 漳州师院

雷颜丽 硕士 方言学
闽南方言词汇与民俗文

化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申文娟 硕士 方言学 厦漳闽南方言比较研究 2013年 漳州师院

李彩 硕士 方言学 平和板仔话调查报告 2013年 漳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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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秀明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54.9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硕士 ，1997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

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

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0（01）
漳州方言形容词谓语及其后续成

分
方言ISSN 0257-0203 独立

2008年
漳州方言声调与地域文化研究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004-7557-6
独立

2007年 漳州方言熟语歌谣（专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11-05426-8
独立

2006（01）
漳州方言“仔”缀词的两字组连

读变调
方言ISSN 0257-0203 独立

2002年
漳州方言的语气词“啦”及其流

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优秀论文

奖”（LLXXWX-2866）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

担任务

隐喻与闽南方言词义变异（项目编号：

2003E154）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 2006-2007 1.5 主持

漳州方言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JAO7140S）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

目
2007-2009 0.3 主持

漳台语言生活比较及其发展趋势研究（项目

编号：JB11130S）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

目
2011-2013 0.3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

况）

学生

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

位

周捷 硕士 方言学 漳浦方言语音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陈大卫 硕士 方言学 闽南方言语气词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毋堃 硕士 方言学
闽西闽南方言过渡性

特征探析
2013年 漳州师院

张家异 硕士 方言学 闽南方言疑问句研究 2013年 漳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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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华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5.7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本科， 1980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

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

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1年
泉州地区三峡移民语言生活状况

调查
语言文字应用ISSN1003-5397 独立

2009年 泉州方言研究
福建省第八届优秀成果三等奖（证书

号：2009284）
独立

2008年 泉州方言研究（专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5-3003-0
独立

2007年 闽南方言句首语气词 东南学术ISSN1008-1569 独立

2006（04）
闽南方言成语简论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ISSN1000-5277 独立

目 前承

担 的与

本 项目

人 才培

养 有关

的 主要

科 研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动态比较研究之子课

题《闽台移民与闽南方言研究（项目编

号：10ZD&1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
2011-2016 10 子项目主持

闽南文化的传承与海西社会发展（项目

编号：闽教高[2009]8号）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

西建设重点项目
2009-2012 90 主持

闽南方言语气词研究（项目编号：

2006B085）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

目
2006-2007 1.6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况）

学生姓

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李绚丽 硕士 闽南方言
泉州方言否定副词及其相关句

式研究
2012年

福建师范

大学

陆露 硕士 闽南方言 《台北话音档》音系研究 2011年
福建师范

大学

泉州市闽台

缘博物馆

许亚玲 硕士 闽南方言 泉州方言程度副词研究 2009年
福建师范

大学
泉州海交馆

吴秋丽 硕士 闽南方言 泉州方言介词研究 2008年
福建师范

大学

泉州市人力

资源劳动局

蒋艳 硕士
闽南方言 宁波话中的虚词“勒”及其语

法化过程
2006年

福建师范

大学
宁波市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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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郑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8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本科，1982年1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

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ISSN、

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1年 论台湾代表性人士队伍建设
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指令性课题研究二等

奖（闽委统[2011]10号）
独立

2010（04）
论闽南文化的特质及其生态

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ISSN1000-5285 独立

2009年 闽南民间诸神探寻（专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ISBN978-7-215-07074-5 独立

2009（04）
分蘖与分裂——闽南对中原

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中州学刊 ISSN1003-0751 独立

2007（04）

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巨族的

互动——以板桥林家与雾峰

林家为研究对象

东南学术 ISSN1008-1569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

任务

闽商发展史·漳州卷（项目编号：

FTS010126）
福建省重点社科课题 2011—2012 36.6 主持、主编

闽南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闽

教高〔2009〕8号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

建设重点项目
2009—2012 28 主持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互动研究——以

闽南地区为中心（项目编号：JBS07094）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

目
2010—2012 0.35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林晓文 硕士 闽台新理学 闽台新理学之比较研究 2012年
漳 州 师

院

杨大伟 硕士 明清思想史
蓝鼎元学术思想与治台方

略研究
2012年

漳 州 师

院

陈俊 硕士 民间文学
闽南民间口头文学的流变

与价值取向
2013年

漳 州 师

院

刘俊秋 硕士 民俗文化
闽南民间信仰的生态环境

研究
2013年

漳 州 师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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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邓文金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1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本科，1984年6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

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

权号

署名情况

2011（05）漳台关系史（专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5-3920-0
独立

2010（01）清前中期漳台贸易关系述论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ISSN1004-468X
独立

2009（04）徐复观文化观探析 广西社会科学ISSN-1004-6917
独立

2008（06）试论徐复观民主政治观 聊城大学学报 ISSN1672-1217
独立

2006（03）施琅与蓝鼎元治台思想之比较 闽台文化交流 CN35-0081/Q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

任务

闽南地方社会组织民间信仰及其文化表述

形式研究（闽教高［2009］8号文）

福建省高校服

务海西建设重

点项目

2009-2011 30

主持

徐复观政治哲学与文化思想研究(项目编

号：2006B075)

福建省社科规

划项目
2006-2008 1.2

主持

漳台关系史研究（漳州市政协[2007]15号

文）

漳州市政协项

目
2008-2011 5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

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颜文强 硕士
闽台文

化

晚清至民国时期闽籍台胞

文化认同意识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欧桂花 硕士
闽台文

化

明清时代闽台士绅文化比

较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张文娟 硕士
闽台文

化

台湾涉闽地名的文化生态

学研究
2013年 漳州师院

魏平 硕士
闽台文

化

明清时期漳籍移民与台湾

少数民族关系研究
2013年 漳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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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国平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56.8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历史学博士，1998年6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

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ISSN、

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09年 文化台湾
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证

书号：2009025）
主编

2009（12）
民间宗教的复兴与当代中国

社会
世界宗教研究，ISSN：1000-4289 独立

2007年 福建移民史
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证

书号：2007021）
主编

2006（12）论灵签的产生和演变 世界宗教研究，ISSN：1000-4289 独立

2003年 闽台民间信仰源流（专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ISBN：787211043712 独著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

民间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06BZJ0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2006-2008 8 主持

中华文化在台湾（05JJD7700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基地重大项

目

2005-2008 6 主持

对台方针政策宣讲提纲（HG-065）
福建省台办横向项

目
2004-2005 0.3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

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

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范正义 硕士
专门

史

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

以福建为研究中心
2001年

福建师范大

学
华侨大学

魏德毓 硕士
历史

学

观音传说与民众宗教信仰心

理
2002年

福建师范大

学
福州大学

李志鸿 硕士
专门

史
雷神、雷法与清微道派研究 2004年

福建师范大

学

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宗

教所

郑衡泌 硕士
专门

史

妈祖信仰传播和分布的历史

地理过程分析
2006年

福建师范大

学

福建师范

大学

陈爱钗 博士
专门

史
近现代闽籍翻译家研究 2007年

福建师范大

学

福建师范

大学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377402.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377402.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41487.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41487.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1920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SearchResearcher.ashx?ArticleId=Y996091&Name=%e9%83%91%e8%a1%a1%e6%b3%8c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96091.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96091.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850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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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ⅢⅢⅢ 本表本表本表本表ⅠⅠⅠⅠ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所填各指导教师简况简况简况简况

姓名 郑玉玲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7.1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硕士，2007年12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舞蹈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

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0年 闽台民间舞蹈研究（专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ISBN

978-7-104-03327-1

独立

2010（12）
从闽台“拍胸舞”动律看两岸文

化渊源

舞蹈ISSN 0512-4204 独立

2010（10）
论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脉络与艺术

特色
艺术教育ISSN 1002-8900

独立

2009（06） 台湾“跳鼓阵”与闽南“大鼓凉

伞”的关系探析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ISSN 1008-2018 独立

2008（03）
漳州民间舞“大鼓凉伞”的文化

价值初探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ISSN 1008-2018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

任务

闽台民间舞蹈研究 （项目编号08JA760028）
教育部人文社

科规划项目
2008-2011 7 主持

闽台“大神尪”傩舞的源流研究

（项目编号：JA11180S）

福建省教育厅

社科项目
2011-2013 1 主持

漳州民间舞蹈的文化价值评估

(项目编号：JBS06152）

福建省教育厅

社科项目
2006-2008 0.9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单位

曹琦 硕士 闽南文学
明清时代的闽南民风

与民间艺术特点
2012年 漳州师院

孟祥莲 硕士 闽南文化
近代城市变迁与厦门

民间戏曲
2012年 漳州师院

刘娟 硕士 闽南文化 清代漳州锦歌研究 2012年 漳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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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晓松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0.7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本科，1983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权

号

署名

情况

2009（01） 试论漳州的关帝信仰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ISSN1004-468X 独立

2008（01） 闽南民间信仰在当今社会的影

响
东南学术ISSN1008-1569 独立

2007（06）

试论民间信仰在当今社会的作

用和影响----以漳州地区的一

些庙宇为个案

福建宗教CN35-0064/Q
独立

2007（04）

试论民间信仰的现实性

——以漳州地区为个案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ISSN1004-468X

独立

2006（02）
试论城隍的源流与漳州的城隍

信仰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ISSN1004-468X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

承担

任务

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区域化研究--以闽南地

区为个案（项目编号：06JA73000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2006—2008
5.8 主持

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闽南民间信仰现状

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07B110）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 2007-2009 0.3 主持

福建道教研究（项目编号：JB04296）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2005—2007 0.3 主持

在与该

人才培

养项目

密切相

关的学

科领域

招收指

导研究

生情况

（选填

代表性

的情况）

学生姓名

攻读

博士/硕

士

研究方向 学位论文选题或题目
授学位

时间

授学位

单位

就业

单位

刘晓飞 硕士 闽台文化 漳台保生大帝信仰比较研究 2012年
漳州

师院

范杰 硕士 闽台文化 闽台道家文化比较研究 2012年
漳州

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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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继中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44.1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1986年6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

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09（03）
杜诗的张力——忠君爱民思想在

杜诗中的表现形式
文学遗产 ISSN0257-5914 独立

2008（04）
人性的张力——以“情志”为中

心
文艺理论研究 ISSN0257-0254 独立

2007（06） 布衣感新论 文学评论 ISSN0511-4683 独立

2007年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
福建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证书号：07084）
独立

2005年 杜诗选评
福建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证书号：04203）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务

文化诗学的中国化及其实践

（项目编号：01BZW031）

国 家 社 科

基金项目
2001-2005 5 主持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学史方法论研究

（项目编号：96BZW005）

国 家 社 科

基金项目
1996-1999 2 主持

高师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闽教[2004]高188号）

福 建 省 新

世 纪 教 改

工程

2001-2009 12 主持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4－2009 新旧唐书导读 36 研究生

2007－2009 唐代文学研究 36 研究生

2006－2007 唐代文学研究方法例说 36 研究生

2005－2007 杜甫研究 36 研究生

2008－2009 唐宋文学 11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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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汤漳平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46.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本科，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

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0（04）汤氏之入闽及其在闽台之播迁 福州大学学报ISSN 1002-3321 独立

2010（01）关于陈元光与闽南开发的几个问题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ISSN 1003-0964 独立

2010（01）
对十年来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

究的思考
中州学刊ISSN1003-0751 独立

2009年 楚辞译注
福建省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证书号：2009281)
独立

2008（02）对闽南文化形成期的几点看法 福州大学学报ISSN 1002-3321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务

21世纪中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项

目编号：02BXW007）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2002-2005 6.5

策划及主要承

担人

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之子项目河洛文化与闽

南文化（项目编号：09@zh005）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特别

委托项目

2009-2011 4.5 合作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项目编号：

05JA750.11-44031）

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
2005-2008 4 主持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6—2009 楚辞研究 72 研究生

2008—2008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72 研究生

2007—2007 前四史导读 72 研究生

2007—2010 辞赋研究 36 本科生

2003—2008 中国古代文学（先秦文学） 54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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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豫闽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1.11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历史学博士，200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任务能

力水平

的代表

性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

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

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0年 中国木板年画集成-漳州卷 中华书局ISBN978-7-101-07477 独立

2009年 闽南民间工艺 鹭江出版社 ISBN978-7-80719-241-1 独立

2009年 闽台民间美术
福建人民出版社

ISBN978-7-80719-241-1

独立

2007（10） 区域文化与闽台民间美术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ISSN1000-5285 独立

2007（04）
明清时期漳泉移民台湾与民

间美术的传播

美术与设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ISSN1008-9667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

任务

闽台民间美术的渊源与流变（项目编号：

07BF46）

国家艺术科学

规划项目
2007-2009 7.2 主持

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项目编

号：2009A028)

福建省社科规

划重点项目
2009-2010 3 主持

闽台民间美术艺人调查研究（项目编号：

JA0604003）

福建省教育厅

重点社科项目
2006-2007 1 主持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4-2011 中国文化与闽台关系史 72 硕士研究生

2005-2011 艺术文化学 72 硕士研究生

2006-2011 民俗艺术 72 博士研究生

2006-2011 区域文化与闽台民间工艺 72 博士研究生

2006-2011 中国艺术史 36 博士研究生

2006-2010 当代艺术与本土文化 36 博士研究生

2006-2010 闽台文化交流史 72 博士研究生

2006-2011 艺术人类学 36 博士研究生

2006-2011 中国民间美术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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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少丹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4.11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本科，198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人

承担该教

学任务能

力水平的

代表性成

果

（按取得

成果时间

由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

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1（01） 闽南谚语句式修辞探析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ISSN1004-468X
独立

2010（02） 闽台谚语异同探析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ISSN1004-468X
独立

2008（02）
林语堂散文比喻的认知运作 福州大学学报

ISSN1002-3321
独立

2007年 林语堂的语言理论与语言运用
中国华侨出版社

ISBN978—7—80222——469—8
独立

2007（12）
兼收并蓄 清顺自然——林语堂

词语运用艺术探析

福建论坛

ISSN1671-8402
独立

目前承担

的与本项

目人才培

养有关的

主要科研

项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

闽南谚语修辞研究（项目编号JA09161S）
福建省教

育厅重点

项目

2009-2011 1.5 主持

林语堂语言艺术研究（项目编号JA06121S）

福建省教

育厅社科

项目

2006-2008 0.3 主持

林语堂词汇研究（漳社科联综[2007]8）
漳州市社

科联项目
2007-2009 0.2 主持

主讲其他

课程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0-2011 方言与普通话 54 研究生

2009-2011 现代汉语专题研究 36 研究生

2010-2011 闽南言语修辞研究 36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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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良武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7.1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副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任务能

力水平

的代表

性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

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

权号

署名

情况

2010（04）

从“符验”、“辨合”到“义理”、

“左验”——朱熹文献学思想

研究之二

闽台文化交流CN35-0081/Q

独立

2008（06） 朱熹漳州刻书的文献学追求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ISSN1007-9882
独立

2008（03）
“训诂”、“义理”、“功用”—
—朱熹文献学思想研究之一

闽台文化交流CN35-0081/Q
独立

2007（06）
中庸之道与经典诠释

——朱熹经典诠释思想述略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ISSN1006-2165

独立

2008（03） 出土文献与〈苟子·成相篇〉 长安大学学报ISBN1671-6248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

承担任务

黄道周研究（项目编号：CXZZ11_0964）
江苏省高
校研究生
创新计划

项目

2011-2012 1 主持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项目编号：
05JA750.11-44031）

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

目
2006-2011 3

承担其中
的儒家类
出土文献
与文学研

究

明清之际闽南《诗经》学研究——以黄道周
为中心（项目编号：JB11133S）

福建省教
育厅社科
项目

2011-2013 0.5 主持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6-2009 中国古典文献学 36 研究生

2007-2011 中国文化概论 36 本科生

2007-2009 先秦诸子研究 36 研究生

2008-2011 古代文学 72 本科生

http://211.80.179.221/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JMSD&NaviLink=%e4%bd%b3%e6%9c%a8%e6%96%af%e5%a4%a7%e5%ad%a6%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5%ad%a6%e6%8a%a5
http://211.80.179.221/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DQGZ&NaviLink=%e5%a4%a7%e5%ba%86%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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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明贵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9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副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2011年6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任务能

力水平

的代表

性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

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0（11）
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
型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ISSN1000-8659

独立

2010（05） 自由主义与“五四”反传统的合
法性论证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ISBN：1004-8634

独立

2008（04） 林语堂对儒学的阐释与贡献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ISSN1006-7302
独立

2006（05）
从“无须作伪”到“文学是个人
心灵的表达”——论林语堂人生
观和文学观的关系

东南学术ISSN1008-1569 独立

2006（04） 林语堂的人生观 黑龙江社会科学ISSN1007-4937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
担任务

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项目编号：
2010B107）

福建省社科
规划项目

2010-2012 1.5 独立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诗学（项目编号：
2004B102）

福建省社科
规划项目

2004-2006 1.5 合作

道家文化对林语堂生活与艺术的影响（项目编
号：JA07136S）

福建省教育
厅社科项目

2006-2008 0.3 独立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4-2011 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36 研究生

2004-2011 新时期戏剧 36 本科生

2004-2011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36 本科生

2004-2011 百年名剧欣赏 36 本科生

http://211.80.179.221/kns50/detail.aspx?QueryID=114&CurRe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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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则桐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8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副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2005年6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指导任

务能力

水平的

代表性

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

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

权号

署名情况

2009（02）
良史精神的传承：略谈黄道周

对张岱的影响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ISSN1004-468X

独立

2009（05） 明末清初的松萝茶 中国典籍与文化ISSN1004-3241
独立

2009年
张岱探稿（专著）

凤凰出版社ISBN：9787807293910
独立

2009（12）
蔡世远与清代文风

闽台文化交流CN35-0081/Q
独立

2011（05） 方苞《石斋黄公逸事》疏证 中国典籍与文化ISSN1004-3241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

黄道周文章研究（项目编号：JA09162S）
福建省教

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2009-2011 0.5 独立

《陶庵梦忆》笺注（940）

全国高校

古籍整理

项目

2008-2010 2 独立

清初散文风尚（项目编号：L510002）

省高校新

世纪优秀

人才计划

2007-2009 3 独立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

要对象

201102-201106 明清诗文研究 36 研究生

201102-201106 明清散文风尚 36 本科生

201009-201101 晚明文艺思潮 36 研究生

201009-201101 《史记》名篇选读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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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晓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7.7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副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 ，2006年7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所）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任务能

力水平

的代表

性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

及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

专利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0（04）
关于修饰语不影响句型的若干

思考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ISSN1000-5277
独立

2009（04） 析句法嬗变及其理论背景
福建论坛

ISSN1671-8402
独立

2008（12） 汉语句子模式和句子理解策略
福建论坛

ISSN1671-8402
独立

2008（06）
节律制约句法及诗歌节奏的表

现形式

许昌学院学报

ISSN1671-9824
独立

2008（03） 多视角的虚词研究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ISSN1004-468X
第一作者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务

张斌语法理论与实践之研究（项目编号：

11YJA740099）

教育部人文

社科一般项

目

2011-2014 9 主持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动态比较研究之子课题闽

台闽南方言异同词比较研究（项目编号：（项

目编号：10ZD&128））

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招标

项目

2011-2016 10
参与子课题研

究

张斌语法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0B094） 福建省社科

规划项目
2010-2012 1.5 主持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9-2010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36 研究生

2009-2011 闽南方言语法研究专题 36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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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文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1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副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 2009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任务能

力水平

的代表

性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

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授

权号

署名情况

2011（03）
<东皇太一>“盍将把兮琼芳”

之“盍”

安康学院学报

ISSN1674-0092
独立

2011（02） 陈元光<龙湖集>用韵考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ISSN1004-468X
独立

2010（02）
对王力<同源字典>几组同源字

的再探讨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ISSN1009-8135
独立

2009（03）
试从主观原因角度探讨假借字

的产生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ISSN1008-3421
独立

2009（02） 谈谈汉碑文字中的讹混现象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ISSN1000-5277
独立

目 前 承

担 的 与

本 项 目

人 才 培

养 有 关

的 主 要

科 研 项

目、课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务

汉碑文字研究——与汉代简帛文字相比较

（项目编号:2011B248）

福建省社

科规划项

目

2011-2012 1.5 主持

闽南方言与赣方言词汇比较研究（项目编

号: JB11135S）

福建省教

育厅社科

项目

2011-2013 0.3 主持

闽南文化与文学艺术发掘整理和研究之子

课题闽南方言词汇考源研究（闽教高

[2009]8号）

福建省高

校服务海

西建设重

点项目

2009-2012 2 子项目负责人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9-2010 汉字学 36 研究生

2011-2012 汉语语音史 36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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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ⅣⅣⅣ 本表本表本表本表ⅡⅡⅡⅡ所填各课程主讲教师所填各课程主讲教师所填各课程主讲教师所填各课程主讲教师简况（同时作为指导教师的不再填写）简况（同时作为指导教师的不再填写）简况（同时作为指导教师的不再填写）简况（同时作为指导教师的不再填写）

姓名 徐纪阳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9.9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副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任务能

力水平

的代表

性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

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1（09）鲁迅著作在台出版及传播研究
东南传播
ISSN1672-9579

独立

2011（05）
鲁迅传统的对接与错位——论光复
初期鲁迅在台传播的若干文化问题

安徽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ISSN 1001-5019

独立

2010（06）
赖和:鲁迅的精神镜像——〈过客〉
〈前进〉及其周边

台湾研究集刊 ISSN 1002-1590 独立

2009（06）
殖民“现代性”悖论:赖和文化选择
的两难境地

汕头大学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ISSN1001-4225

第一作者

2007（03）
文学台湾与民族认同——以陈映真
的现代性思考为例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ISSN 1671-623X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

鲁迅在台湾的传播、接受及影响之研究（项目
编号：JA10191S）

福建省教
育厅社科
项目

2010-2011 0.5 主持

近百年来鲁迅在台接收史
(项目编号：2010B2013)

福建省社
科规划项
目

2010-2012 1.3 主持

台湾文学流变与“五四”新文化传统
（项目编号：JB11134S）

福建省教
育厅社科
项目

2011-2013 0.5 主持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06-2011 台港文学研读 36 研究生

2006-2011 中国现代文学（一） 54 本科生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0&filename=TYJK201006013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0&filename=TYJK201006013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09&filename=RWST200906013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09&filename=RWST200906013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07&filename=DGYS200703021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07&filename=DGYS2007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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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ⅣⅣⅣ 本表本表本表本表ⅡⅡⅡⅡ所填各课程主讲教师所填各课程主讲教师所填各课程主讲教师所填各课程主讲教师简况（同时作为指导教师的不再填写）简况（同时作为指导教师的不再填写）简况（同时作为指导教师的不再填写）简况（同时作为指导教师的不再填写）

姓名 林颂育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2.2
专业技术职务

及专家称谓
副教授

最高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2011年7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工作单位（至院、系、

所）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反映本

人承担

该教学

任务能

力水平

的代表

性成果

（按取

得成果

时间由

近及远

排序）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

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ISBN,专利

授权号

署名情况

2010（04）试论闽南话持续体标记的来源 语言科学ISSN1671-9484 独立

2010（12）
同义词的语义和语法分工——漳

州话方位介词的用法与比较

牡丹江大学学报

ISSN1008
独立

2009（03）闽南角美话持续体标记
集美大学学报

ISSN1008-889X
独立

2009（08）小议闽南方言动物词的文化价值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ISSN1009-8666
独立

2007（05）

方言不俗、粗话不粗——试论赖

和、黄春明小说中方言粗话的美

学效果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ISSN1000-5277
独立

目前承

担的与

本项目

人才培

养有关

的主要

科研项

目、课

题

名 称 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动态比较研究之子课题闽

台闽南方言语法动态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10ZD&128）

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招标

项目

2011-2016 10
子课题主要

成员

十六世纪以来闽南方言语法的历史演变研究

（项目编号2011C037）

福建省社科

规划项目
2011-2012 1 负责人

台湾乡土小说中的闽南方言（项目编号：

JB11131S）

福建省教育

厅社科项目
2011-2013 0.3 主持

主讲其

他课程

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主要对象

2011-2012 方言学 36 研究生

2011-2012 闽南方言及其研究 36 研究生

2007 闽南方言与文学创作 18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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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指导教师与主讲教师及相关研究人员课题研究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项目来源项目来源项目来源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111 陈庆元 晚明闽海作家群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7BZWO042 2007-2011 9.5

2222 肖庆伟 晚明闽海作家群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子课题
07BZWO042 2007-2011 2

3333 陈煜斓 现代歌词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7BZW050 2007-2009 8

4444 张桂兴
从基督教徒到人民艺术家—

老舍创作道路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6BZW049 2006-2009 14

5555 汤漳平 河洛文化与闽台关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子课题
09@ZH005 2009-2011 4.5

6666 林国平 民间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6BZJ012 2006-2008 8

7777 林华东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动态比较

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子项目）
10ZD&128 2011-2016 10

8888 林华东
闽南文化的传承与海西社会

发展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

西建设重点项目

闽教高[2009]8

号
2009-2012 90

9999 邓文金
闽南地方社会组织民间信仰

及其文化表述形式研究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

西建设重点项目

闽教高[2009]8

号
2009-2011 30

10101010 郑镛
闽南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

展研究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

西重点项目

闽教高[2009]8

号
2009-2012 28

11111111 胡金望
闽南文化与文学艺术发掘整

理和研究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

西建设重点项目

闽教高[2009]8

号
2009-2014 20

12121212 郑玉玲
闽调台腔—闽台歌仔戏源流

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

划项目
06JAGAT001 2006-2008 5

13131313 张晓松
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区域化研

究--以闽南地区为个案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

划项目
06JA730004 2006-2008 5

14141414 郑玉玲 闽台民间舞蹈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

划项目
08JA760028 2008-2011 7

15151515 汤漳平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

划项目

05JA750.11-440

31
2006-2008 4

16161616 宋巧燕 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

划项目
10YJA751064 2010-2013 9

17171717 林国平 中华文化在台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基地重大项

目

05JJD770023 2005-2008 6

18181818 张嘉星

CALIS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

建设项目•闽方言文献数据

库

教育部高教司高校

图书馆项目
4401-FJ-501 2011-2015 2

19191919 陈庆元 台湾古典文学丛书（33种） 全国高校古委会项 1115 2011-2013 12

mailto:09@zh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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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持、主编

20202020
肖庆伟

台湾古典文学丛书（33种）

全国高校古委会项

目第一合作者、副

主编

1115 2011-2013 2

21212121 邓文金
徐复观政治哲学与文化思想

研究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6B075 2006-2008 1.2

22222222 张嘉星 漳州方言歌谣研究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3E139 2005-2006 1.5

23232323 杨秀明 隐喻与闽南方言词义变异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3E154 2006-2007 1.5

24242424 胡金望
明清之际闽南文化与文学研

究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8B120 2008-2010 1.5

25252525 林华东 闽南方言语气词研究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6B085 2006-2007 1.6

26262626 宋巧燕
清代各类型书院文学教育地

位及特点研究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8B076 2008-2010 1.5

27272727 赵越 闽台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7B2078 2007-2009 1.5

28282828 胡金望
明清之际闽南学风与文学研

究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重点项目
JA08126S 2008-2010 1.5

29292929 郑镛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互动

研究——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JBS07094 2010-2012 0.35

30303030
张桂兴

陈煜斓

《林语堂全集》编纂 漳州市人民政府项

目主编之一
1001A71103 2011-2014 200

31313131 邓文金 漳台关系史研究 漳州市政协项目
漳州市政协

[2007]15号
2008-2011 5

32323232 郑玉玲
闽台“大神尪”傩舞的源流

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重点项目
JA11180S 2011-2013 1

33333333 李少丹 闽南谚语修辞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重点项目
JA09161S 2009-2011 1.5

34343434 郑玉玲
漳州民间舞蹈的文化价值评

估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JBS06152 2006-2008 0.9

35353535 郑镛 闽商发展史·漳州卷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FTS010126 2011-2012 36.6

36363636 张晓松
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闽南

民间信仰现状的调查研究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7B110 2007-2009 0.3

37373737 张晓松 福建道教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JB04296 2005-2007 0.3

38383838 张嘉星

福建省高等学校图书馆专题

特色数据库建设项目•语言

学科数据库子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JB05218 2009-2012 5

39393939 杨秀明 漳州方言与文化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JA07140S 2007-200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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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4040 杨秀明
漳台语言生活比较及其发展

趋势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JB11130S 2011-2013 0.3

41414141 徐纪阳 近百年来鲁迅在台接收史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10B2013 2010-2012 1.3

42424242 彭金发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框

架研究

福建省社科规划

项目
2009B170 2009-2009 1

43434343 郑礼炬 明清福建家族文学研究
福建省高校新世纪

优秀人才计划
JA10187S 2010-2012 2

44444444 李少丹 林语堂语言艺术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JA06121S 2006-2008 0.3

45454545 李少丹 闽南谚语修辞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重点项目
JA09161S 2009-2011 1

46464646 吕贤平 林语堂与中国古典小说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JA07138S 2007-2009 0.3

47474747 胡明贵
道教文化对林语堂生活与艺

术的影响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JA07136S 2007-2009 0.3

48484848 杨秀明 漳州方言与文化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JA07140S 2007-2009 0.3

49494949 张则桐 黄道周文章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JA09162S 2009-2011 0.5

50505050 杨继光 台湾古文书契文字研究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

项目及整理
JA09165S 2009-2011 0.5

51515151 苏永前 闽台民间叙事文学研究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

项目及整理
JA09164S 2009-2011 0.5

52525252 任毅
从“左联斗士”到“人民之

子”闽南作家杨骚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JA09166S 2009-2011 0.5

53535353 徐纪阳
鲁迅在台湾的传播、接受及

影响之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JA10191S 2010-2011 0.5

54545454 李弢 李弥逊在福建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JA08125S 2008-2010 0.3

55555555 李少丹 林语堂词汇研究 漳州市社科联项目
漳社科联综

[2007]8
2007 0.2

56565656 李少丹
林语堂散文幽默语言修辞探

析
漳州市社科联项目

漳社科联

[2004]26
2004-20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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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指导教师与主讲教师及相关研究人员学术著作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著作名称著作名称著作名称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出版单位出版单位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出版时间出版时间出版时间

1 胡金望
文海扬波：福建省第三届古代文学研究

会学术集萃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1年

2 汤漳平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 陈煜斓 林语堂的民族文化精神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年

4 陈煜斓 走近幽默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5 沈金耀 林语堂的文化人格研究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年

6 李少丹 林语堂的语言理论与语言运用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年

7 邓文金 漳台关系史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年

8 郑玉玲 闽台民间舞蹈研究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年

9 段凌平 漳台民间信仰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年

10 何池 漳州人与台湾开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年

11 卢国能 漳台经贸关系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年

12 谢重光 台湾政要的漳州祖根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年

13 陈志亮 漳州芗剧与台湾歌仔戏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4
王文径

杨丽华
漳州涉台文物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5
闽台文化

研究所
开漳圣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2009年

16 郑镛 闽南民间诸神探寻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

17
钟建华

王项飞
仪式：崇拜与有序的神圣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8 林大志 《闽海纪要》校注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年

19 林华东 泉州方言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年

20 郑镛 漳州民间信仰 海风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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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郑镛 漳州历史名人 海风出版社 2008年

22 杨秀明 漳州方言声调与地域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

23 杨秀明 漳州方言熟语歌谣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年

24 郑镛 漳州名胜古迹 海风出版社 2007年

25 郑镛 话说漳州之一——历史回眸 海潮摄影出版社 2007年

26 郑镛 论连雅堂诗的反帝反专制思想内涵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7
林国平

（主编）
文化台湾：中华文化在台湾 九州出版社 2007年

28

漳州师范

学院中国

现当代文

学学科编

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

29
陈煜斓

（主编）
林语堂研究论文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30 张嘉星 漳州方言童谣选释 语文出版社 2006年

31 张嘉星 闽方言研究专题文献辑目录索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32
林华东

（主编）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第四届汉语方言

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年

33
林国平

（主编）
福建移民史 方志出版社 2005年

34 林华东 泉州方言文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

35 林国平 闽台民间信仰源流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

36
张嘉星

（主编）
闽南方言·漳州话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

37 林华东 泉州歌谣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年

38 林华东 渗透与交融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年

38 林华东 泉州学研究（第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年

40 黄清河 杨骚传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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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指导教师与主讲教师及相关研究人员研究论文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发表刊物发表刊物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发表日期发表日期发表日期

1111 徐纪阳 鲁迅著作在台出版及传播研究 东南传播 2011(4)

2222 徐纪阳
鲁迅传统的对接与错位——论光复初期鲁

迅在台传播的若干文化问题
安徽大学学报 2011(2)

3333 林华东 闽南文化的双重性特征 光明日报 2011年4月21日

4444 胡金望 三平寺文化解读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1(2)

5555 钟建华 蓝理人物形象的民间表述 闽台文化交流 2011(2)

6666 李弢 陈元光<龙湖集>版本述略 闽台文化交流 2011(2)

7777 钟建华 关于当下闽台民俗文化研究的思考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1(2)

8888 林华东 泉州地区三峡移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 语言文字应用 2011(2)

9999 钟建华

试析唐代闽南文化的肇基与型塑——兼论

“开漳圣王”与“开闽王”入闽之异同与影

响

闽南 2011(1)

10101010 吕贤平 论林语堂对唐传奇莺莺传的改编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1(1)

11111111 李少丹 闽南谚语句式修辞探析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1(1)

12121212 钟建华
陈靖姑信仰的文学表述——以《闽都别记》

为例

收录于临水夫人：第三届

闽台陈靖姑文化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

2010

13131313 郑玉玲 从闽台“拍胸舞”动律看两岸文化渊源 舞蹈 2010(12)

14141414 林颂育
同义词的语义和语法分工——漳州话方位

介词的用法与比较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0(12)

15151515 郑玉玲 论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脉络与艺术特色 艺术教育 2010(10)

16161616 彭金发 关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框架的思考 思想政治理论导刊 2010(9)

17171717 郑榕
户籍分野与身份认同的变迁——明清以来

铜山军户社区文化结构过程的考察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0(6)

18181818 潘玲娜 个体自我意识闽南文化特点的实证研究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0(4)

19191919 林颂育 试论闽南话持续体标记的来源 语言科学 2010(4)

20202020 张嘉星 闽南歌谣起源年代及其流变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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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121 陈良武
从“符验”、“辨合”到“义理”、“左验”

——朱熹文献学思想研究之二
闽台文化交流 2010(2)

22222222 汤漳平 汤氏入闽及其在闽台之播迁 福州大学学报 2010(2)

23232323 李少丹 闽台谚语异同探析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0(2)

24242424 郑镛 论闽南文化的特质及其生态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10(2)

25252525 林华东 闽南方言的流播与闽台文化认同 光明日报 2010年2月2日

26262626 蔡惠茹
闽台民间信仰交流现状分析——以漳州为

个案

守望与传承——四届海

峡两岸闽南文化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鹭江出版社

2010年3月版

27272727 郑镛 关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的思考 集美大学学报 2010(1)

28282828 邓文金 清前中期漳台贸易关系述论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0(1)

29292929 郑玉玲
台湾“大神尪仔阵”研究——以台湾宜兰头

城镇为例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0(1)

30303030 杨秀明 漳州方言形容词谓语及其后续成分 方言 2010(1)

31313131 林华东 闽南文化的精神和基本内涵 光明日报 2009年11月17日

32323232 林颂育 小议闽南方言动物词的文化价值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8)

33333333 林华东 泉州方言的程度副词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9(5)

34343434 邓文金 徐复观文化观探析 广西社会科学 2009(4)

35353535 郑镛 论闽南医神崇拜的缘起与演变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09(3)

36363636 张晓松 试论民间信仰与漳台关系(第二作者) 闽台文化交流 2009(3)

37373737 林颂育 闽南角美话持续体标记 集美大学学报 2009(3)

38383838 郑镛
分蘖与分裂——闽南对中原文化的历史记

忆与族群认同
中州学刊 2009(2)

39393939 郑玉玲
台湾“跳鼓阵”与闽南“大鼓凉伞”的关系

探析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9(2)

40404040 郑镛 论海岛逸志的史学价值 厦门大学学报 2009(1)

41414141 邓文金 福建土楼文化三论 闽台文化交流 2009(1)

42424242 张晓松 试论漳州的关帝信仰 漳州师院学报 2009(1)

43434343 林华东
闽南地区双言现象与语言生活和谐问题—

—以泉州市市民语言使用状况为例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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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444 吕贤平 林语堂的狄氏改编:追寻逝去的情与志 龙岩学院学报 2009(1)

45454545 张则桐 良史精神的传承：略谈黄道周对张岱的影响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46464646 吕贤平 论林语堂贞节坊的改编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2009(1)

47474747 汤漳平 闽南人与客家人 寻根 2008(6)

48484848 邓文金 试论徐复观民主政治观 聊城大学学报 2008(6)

49494949 张晓松 民间信仰的引导、管理与和谐社会 福建宗教 2008(5)

50505050 邓文金 徐复观道家观探析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4)

51515151 郑镛 闽南民间寺庙的艺术特色. 华侨大学学报 2008(4)

52525252 段凌平 闽台民间信仰异同研究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8(4)

53535353 钟建华 族群文化：闽南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3)

54545454 李少丹 林语堂散文比喻的认知运作 福州大学学报 2008(2)

55555555 郑玉玲 漳州民间舞“大鼓凉伞”的文化价值初探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8(1)

56565656 张晓松 闽南民间信仰在当今社会的影响 东南学术 2008 (增刊)

57575757 汤漳平 族群文化：闽南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1)

58585858 吕贤平
从《中国传奇》看林语堂的中国古典小说批

评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1)

59595959 苏永前 《京华烟云》与中国民俗文化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1)

60606060 徐纪阳 漂泊与还乡——论台北人的“离散”主题 鸡西大学学报 2008(1)

61616161 汤漳平 对闽南文化形成期的几点看法 福州大学学报 2008(1)

62626262 李少丹 林语堂散文比喻的认知运作 福州大学学报 2008(1)

63636363 林华东 林华东.闽台方言与中华文化渊源 人民论坛 2007(9)

64646464 林华东 闽台方言与中华文化渊源 人民论坛 2007(9)

65656565 汤漳平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 中州学刊 2007(6)

66666666 林华东 闽南方言的句首语气词 东南学术 2007(5)

67676767 林华东 闽南方言语气词研究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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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86868 张晓松
试论民间信仰的现实性—以漳州地区为个

案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4)

69696969 张晓松 试论民间信仰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影响 福建宗教 2007(4)

70707070 李少丹
兼收并蓄 清顺自然——林语堂词语运用艺

术探析
福建论坛 2007(4)

71717171 钟建华
闽南安溪县“八社”婚俗“上头”仪式的历

史与现状
闽台文化交流 2006(4)

72727272 陈煜斓 渴求新知与崇尚传统 社会科学 2007(4)

73737373 吕贤平
为艺术和审美的人生——论林语堂《中国传

奇》对宋话本碾玉观音的改编
闽江学院学报 2007(3)

74747474 郑镛 戚继光闽南“化神”考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3)

75757575 邓文金 试论陈淳理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 闽台文化交流 2007(3)

76767676 林颂育
方言不俗、粗话不粗——试论赖和、黄春明

小说中方言粗话的美学效果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7(2)

77777777 徐纪阳
文学台湾与民族认同——以陈映真的现代

性思考为例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2007(2)

78787878 李弢 谈谈漳州话的亲属称谓词 闽台文化交流 2007(2)

79797979 郑镛
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巨族的互动——以板

桥林家和雾峰林家为研究对象
东南学术 2007(2)

80808080 林华东 普通话与方言：现代汉语发展的前景 集美大学学报 2007(2)

81818181 肖庆伟 论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文献取向
漳州籍现代作家论集，人

民文学出版社
2006(11)

82828282 林华东 闽南方言成语简论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6(4)

83838383 郑镛 论漳州人的人文性格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4)

84848484 邓文金 施琅与蓝鼎元治台思想之比较 闽台文化交流 2006(3)

85858585 钟建华
闽南民系情歌折射的社会生活——以《台湾

情歌集为例》
闽台文化交流 2006(2)

86868686 胡明贵
从“无须做伪”到“文学是个人心灵的表达”

—论林语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关系
东南学术 2006(2)

87878787 陈煜斓 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 2006(2)

88888888 张晓松 试论城隍的源流与漳州的城隍信仰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6(2)

89898989 张嘉星 传教士与闽南方言辞书 文献 2006(1)

90909090 杨秀明 漳州方言“仔”缀词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方言 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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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19191 邓文金 试析徐复观对“现代文化性格”的反思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1)

92929292 张晓松 漳州地区道教宫观的调查及分析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4)

93939393 张嘉星 漳州方言概数称数法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3)

94949494 郑镛 张燮与东西洋考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2)

95959595 林华东 闽语的形成及其与福建民系族群的关系 东南学术 2004(1)

96969696 张嘉星
闽方言研究专题文献辑目索引·中国学术年

鉴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97979797 张嘉星 漳州话的称数词 福州大学学报 2002(3)

98989898 郑镛 闽南文化札记五则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3)

99999999 张嘉星 闽方言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导说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3)

100100100100 张嘉星 印尼、新、马闽南方言文献述要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3)

101101101101 林华东 关于闽语分区的历史思考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3)

102102102102 张晓松 略论何乔远名山藏中人物传记的特色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2)

103103103103 杨秀明 漳州方言的语气词“啦”及其流变 漳州师院学报 2002(1)

104104104104 林华东 闽南方言的形成及其源与流 中国语文 2001(5)

105105105105 李少丹 漳州话与普通话疑问句的异同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2)

106106106106 林华东 安溪话物量词举要 方言 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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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1：指导教师与主讲教师及相关研究人员科研获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获奖名称、登记或鉴定单位获奖名称、登记或鉴定单位获奖名称、登记或鉴定单位获奖名称、登记或鉴定单位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1 林国平 文化台湾 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9年

2 林国平 福建移民史 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7年

3 陈庆元 大明泰始诗论 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5年

4 陈庆元 谢章铤集 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9年

5 林继中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

（魏晋-北宋）
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7年

6 陈庆元 《诗品》品外诗人之考察 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7年

7 胡金望 《咏怀堂诗集》校点 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7年

8 张嘉星
闽方言研究专题文献辑目录

索引
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5年

9 林继中 文学史新视野 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3年

10 汤漳平 《楚辞》译注 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9年

11 林大志 四萧研究—以文学为中心 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9年

12 林华东 泉州方言研究 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9年

13 林继中 杜诗选评 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5年

14 胡金望 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 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5年

15 肖庆伟 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 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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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林华东 普通话口语教程 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3年

17 张嘉星 漳州方言童谣选释
福建省文化厅、教育厅、文联、总工会合办

“第十届福建省音乐舞蹈节”作品三等奖
2008年

18 邓文金 清前中期漳台贸易关系述论 两岸关系论坛学术论文一等奖 2009年

19 邓文金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理念与新

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
海峡西岸统战文化研究论坛征文二等奖 2009年

20 郑镛 论台湾代表性人士队伍建设
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指令性课题研究二

等奖
2011年

21 张晓松 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
福建省统战部莆田基地“宗教与和谐社

会”征文二等奖
2009年

22 杨秀明
闽南语——续写两岸亲情的

“陆桥”
两岸关系论坛征文比赛三等奖 2009年

23 郑镛
闽南民间信仰的 特点及其社

会历史功能

福建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宗教理论研

究基地“宗教与和谐社会”征文一等奖
2009年

24 杨秀明
漳州方言的语气词“啦”及其

流变
社科院文献中心“优秀论文奖” 2002年

25 杨秀明
漳州方言声调与地域文化研

究
漳州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1年

26 郑镛

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民族的

互动——以台湾板桥林家、雾

峰林家为研究对象

漳州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8年

27 张晓松
民间信仰对闽南当今社会及

闽台关系的影响

漳州师范学院统战理论调研优秀论文

三等奖
2008年

28 李少丹
林语堂的语言理论与语言运

用
漳州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8年

29 杨秀明
漳州方言的语气词“啦”及其

流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优秀论文奖” 2004年

30 郑玉玲 闽台民间舞蹈研究 漳州市第四届社科成果二等奖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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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2：我校与闽台缘博物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与交流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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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3：我校与台湾成功大学、新竹教育大学、台北教育大学、世新大学、

亚洲大学、大仁科技大学、明道大学、中州技术学院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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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4：关于推荐漳州师范学院和徐州师范大学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函（国台函[2011]268号）



93



94



95



96



97

漳州师范学院是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前

身是创办于1963年的福建第二师范学院。2008年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

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现有中国语言文学、数学、化学、心理学

四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学校立足闽南，充分利

用和发掘闽南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把闽南文化融入本硕教学，积

极开展闽台文化研究，培育了一批优秀学者，取得显著的科研成果，

同时发挥学术研究优势，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研究，形成了鲜明的闽

南文化办学特色,并得到教育部专家组的高度评价。2009年该校被福建

省人民政府列为新增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漳州师范学院申请

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

作，顺应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符合深化两岸交流与合作的

形势需要，有利于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具有人才需求的特殊性、

人才培养的不可替代性和可行性。

一、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需求的特殊性

（一）开展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试点是促进两

岸社会文化交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不但要厚植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加强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增强

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认同。闽南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促进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早在2006年元旦胡锦涛总书记

视察福建时就明确指出：“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福建，闽南话也是

台湾的主要方言，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中，福建

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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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福建时又一次指出：“希望福建为发展两岸

关系做出新贡献，把争取民心作为对台工作根本点，把寄希望于台湾

人民的工作落到实处，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1年3月国

务院批准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海峡西岸经济

区处在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与台湾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80%以上台湾民众祖籍地在福建，台湾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大部分

传自海峡西岸经济区，闽南文化在台湾地区有广泛影响。”因此，要

“深入开展两岸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方面交流互动。

推动宗亲文化、宗教、民间信仰的交流，推进闽台族谱对接，吸引更

多的台湾同胞来闽寻根谒祖、探亲访友”。 第一个国家文化生态保护

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其规划纲要中也指出：“海峡两岸文化

同根同源，闽南文化是维系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建设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区，对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加强两岸经贸联系、

直接‘三通’、旅游双向对接、农业全面合作、文化深入交流、载体

平台建设，形成更紧密、更直接、更深入、更全面的良好互动局面，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显然，文化是两岸关系

不可回避的交合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部分居心叵测的人刻意

淡化大陆与台湾的文化源流关系，夸大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异性，

为“文化台独”张目。因此，充分发掘闽南方言、民俗文化、闽台文

献等丰富的闽南文化资源，深入研究闽南文化向台湾播迁并成为台湾

社会的主流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

凝聚力、有效遏制“文化台独”思潮、促进和发展两岸文化交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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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现实意义和特殊价值。

（二）开展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试点是促进两

岸社会文化交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迫切需求。当前，两岸社会文

化交流需要在制度化、常态化方面全面提升，深层次的文化交流特别

是中华文化的认同，亟需得到加强和推进。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国家

在两岸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

问题，它关乎两岸社会文化交流是否朝着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方向

顺利发展。要解决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要培养一批高层次

的专业人才，善于从理论和现实结合的角度，对有关文化和交流问题

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把两岸人民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共同文化价值根

基挖掘展示出来，并使之转化为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自觉，从而强化

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感，由文化认同进而达到政治认同，服务祖国统

一大业。根据漳州师范学院对地处对台文化交流前沿和重要基地的厦、

漳、泉三市及相邻省份相关部门等相关领域人才需求的调研，各级对

台工作部门、党委统战部门、人大侨台委、政协台港澳侨委、安全部

门、高等院校相关教学研究部门以及厦、漳、泉三市负责闽南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文化部门等单位对闽南文化博士人才都有相当数

量的需求。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地区已有六所高校设置台湾文

化、台湾语文教育学科，招收培养与闽南文化有关的硕士、博士研究

生，而大陆至今尚无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学科专业硕、博士点，

与台湾在两岸文化交流人才的培养层次明显的不对等，不利于两岸文

化交流的深入发展。福建省是开展闽南文化研究的重镇，从事闽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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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别是闽南方言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原本就偏少，现在这些人员

大多年龄偏大，有的已经退休，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这种情况严重

制约和影响闽南文化研究的开展。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闽南文化与两

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可以较好地满足国家在该领域的特殊

人才需求，填补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培养

的空白，大力提升两岸文化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三）开展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试点是促进两

岸社会文化交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举措。国家重视发挥闽南

文化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2007年，

批准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为推进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其《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高

校和地方联合培养研究人才，设立闽南文化学科，培养本科生、硕士

生、博士生”。在福建省教育厅的支持下，漳州师范学院开展了福建

省“优秀闽南文化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改革试点工作，并在研究生层

次探索培养闽南文化专门人才。开展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作能进一步提升该领域人才培养的层次，更好地服务国家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可以为开展两岸文化交流提供有力的政策

咨询方面的支持。同时还可以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打造两岸共同精神

家园，促进两岸文化认同，真正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寄希望于台湾

人民的工作落到实处。

二、漳州师范学院实施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的

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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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中原文化南移

与闽越文化多层交融和层层积淀而成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在闽南

地区荟萃，同时又远播台湾及海外其他地方，因而闽南文化具有浓厚

的民族性、鲜明的地域性和开放性、包容性、丰富性等特点。从闽南

文化的形成、发展及传播过程可以看出，闽南文化在当代具有特殊的

意义和价值。近年来，海峡两岸人民往来渐趋密切，尤其是以传承和

弘扬闽南文化为目的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文化认同感不断加强，这

更加凸显闽南文化在两岸交流中的重要性。

由于闽南文化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内外

学术界开始重视和加强对闽南文化的研究，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学术

交流、学术活动逐渐开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研究闽南文化的基本队伍

和学术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两岸社会文化交流的发展，闽南文化

人才培养也逐渐受到地方政府和高等院校的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开

始，在中共漳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漳州师范学院利

用地处闽南核心区漳州市的区位与资源优势，率先把闽南文化融入到

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办学特色，在闽南文

化人才培养上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较丰富的闽南文化人才培养经

验。漳州师范学院在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上是国内其他

高校所不可替代的，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漳州师范学院独特的区位与文化资源优势具有不可替代性。

漳州市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

地、台商投资密集区，也是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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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开展两岸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先行先试区，这种区位优势

是国内其他高校所不具备的。与这种区位优势相关联，漳州市具有得

天独厚的对台交流的优势文化资源，主要是：“血缘亲”，这是漳州

市的最大优势。在现有台湾汉族台胞中，祖籍福建的约占90%以上，其

中漳籍近800万，约占35.8%。当前，台湾一大批党魁政要如连战、江

丙坤、王金平、林丰正、萧万长、陈水扁、吕秀莲、游锡堃等的祖籍

地均在漳州。在台湾开发史上，也有一大批漳籍的先贤：颜思齐、蓝

鼎元、吴沙、吴凤、林平侯、林维源、连横等等，一部台湾的开发史，

竟有如此之多的漳籍人与之紧密相连，这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绝

无仅有的；“文缘同”。漳台之间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文化联系密

切。漳台之间语言相同，台湾通行的方言是漳腔闽南话，民风民俗相

同相近，宗教与民间信仰文化相同相似，民间艺术、曲艺、工艺、建

筑等由漳入台而后回传，相互传承影响发展，特别是作为福建省五大

地方剧种之一的芗剧（歌仔戏），是全国360多个剧种中唯一根植两岸

的地方剧种。漳州还拥有非常丰富的闽南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这

就使对台文化交流的开展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基础。漳州市目前拥

有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23个点，

涉台文物点306处（居全国首位），馆藏文物20000多件，是福建省的

文物大市。漳州市还拥有木版年画、芗剧、布袋木偶、锦歌、东山歌

册、木偶头雕刻等1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全市有各种民俗文化团队900多支，有10大类1000多种民间工艺

品种，还拥有博物馆、芗剧（歌仔戏）艺术中心、徐竹初木偶头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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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馆、南音、锦歌、芗城区灯谜艺术馆、漳浦剪纸艺术中心等一大

批闽南特色文化艺术场馆，为进一步密切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

台。漳州市所具有的上述区域与文化资源优势，为漳州师范学院闽南

文化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与文化氛围，这一得天独厚的优

势有在高教领域进一步发挥的必要。

（二）漳州师范学院的闽南文化学科特色具有不可替代性。漳州

师范学院立足闽南，充分利用和发掘闽南文化资源，积极开展科学研

究，促进了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漳籍学

者黄仲琴教授、叶国庆教授就开始关注并研究闽南文化问题，分别就

漳州仙字潭古石刻、陈元光将军进驻闽南等问题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

20世纪六十年代起，福建第二师范学院（漳州师范学院前身）黄典诚、

陈炳昭等先生踵武其后，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闽南方言及掌故，出

版了《闽南方言》等著作，为闽南文化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闽南文

化研究逐渐成为该校的学术传统。1996年，漳州师范学院在全国高校

率先成立了闽南文化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闽台文化研究所），整合

全校优质资源，共同致力于闽南文化的研究。随后，福建省高校人文

社科研究基地“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及福建省统一战线理

论研究会“两岸关系理论漳州研究基地”在该校相继建立。闽台文化

研究所与基地互为依托，相得益彰，成为福建省研究闽南文化的重要

平台。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闽南文学与文献、闽南方言、闽南民俗文化、

闽台关系、林语堂研究等。近五年来，该平台承担了一批国家及省部

级社科基金项目，发表、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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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同时，积极主办重要学术会议10余次，如2005年5月主办漳籍现

代著名作家全国学术研讨会，2007年主办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9月主办国际闽方言学术研讨会，同年12月主办闽南文化与古代诗词

学术研讨会，2010年6月主办第三届开漳圣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

该校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闽台文化交流》是目前福建省

唯一一家闽台文化研究的重要刊物，该刊物从2006年创刊至今已连续

出版16期，刊发文章近800篇，作者中大多是两岸知名的专家学者。《闽

台文化交流》杂志还与台湾东吴大学、中兴大学、真理大学、逢甲大

学及台湾“中研院”、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等十几家大学图书馆和科

研机构交流。《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自1991年起，开设“闽

南文化研究专栏”，发表了大批有关闽台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该专

栏2010年被评为全国高校学报“特色专栏”。该校把闽南文化作为优

势资源全面融入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建设中，并把以闽南方

言与闽南文化研究为特色方向的二级学科“汉语言文字学”、以林语

堂与漳籍现代作家研究为特色方向的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

以闽南历史文化研究为特色方向的二级学科“专门史”列入学校重点

建设学科。2005年，“中国古代文学”被列为福建省重点学科，并增

设“闽台文化与文学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由于学科特色鲜

明，科研成果显著，2010年，中国语言文学被批准为一级学科硕士点。

闽南文化作为一种优势资源，促进了学校特色学科的建设发展，从而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办学特色具有不可替代性。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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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发掘闽南优秀文化资源以促进人才培养，是漳州师范学院长期坚

持并积极践行的办学理念。2000年，学校明确提出“以师为本，以本

为本，立足闽南，面向福建，以培养教育人才为主，为地方政治、经

济、文化的发展服务”的办学思想，以闽南文化凝炼学科、专业方向，

把闽南文化引进教学实践中，闽南文化成为学校取之不尽，凸显地方

特色的重要办学资源：

1.闽南文化及研究成果融入本硕教学。全校开设闽南方言文学欣

赏、闽台民间文化、漳台姓氏与族谱、闽台关系史、闽南思想史、闽

南宗教与民间信仰、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民间工艺美术、漳州锦歌、

闽台民间舞蹈等32门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公选课程。中国语言文学、

历史学、人文教育、旅游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也开设闽南文化系列

选修课程。闽南文化特色资源还渗透到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生活史、

民俗学概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艺术鉴赏等课程中。在本科生毕业

论文中，漳州师范学院大量增设闽南文化方面的选题，鼓励学生参与

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科研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中文、历

史、人文教育、旅游管理等专业毕业生撰写与闽台文化有关的毕业论

文87篇。在全校大学生科研立项活动中，被批准立项的闽南文化专项

课题达60项。2010年漳州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与闽台区域文化人才培

养模式省级创新实验区被福建省教育厅批准成立。2011年福建省“优

秀闽南文化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改革试点在该校正式启动。至此，本

科层次的闽南文化人才培养走上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在硕士

培养层次上，漳州师范学院依托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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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文学二级学科设有闽台文化与文学研究方向，在中国古典文献

学二级学科设有闽台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方向，培养闽南文化方向的

硕士研究生。

2.学校充分利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传承、弘

扬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学生人文素质。历史系利用闽南

文化资源在漳州市各县区建立多处专业实践基地，把课堂理论学习与

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能力。中文系与闽

南日报社、漳州广电中心、林语堂纪念馆合作，组织学生深入实际，

感受产生文学大师的土壤，触摸文学大师成长的轨迹。管理系与漳州

旅游文化部门建立合作关系，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闽南文化，受

到闽南文化的熏陶，并以闽南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为材料进行旅游产

品的开发。

3.学校利用闽南文化资源，打造高品位校园文化，优化人才培养

环境和氛围。学校在校园内营造闽南文化氛围，校内道路用漳州古代

书院命名，学校内河沿岸随处可见的观景石上镌刻着闽南历史文化名

人生平事迹，让学生一进校就能感受到浓郁的闽南文化气氛。学校还

结合闽台两地“地缘相邻，文缘相同”的优势，努力搭建闽台高校文

化交流平台，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南音学会、木偶学会，传承民族

文化瑰宝。南音学会多次与菲律宾、澳门、台湾地区开展文化交流；

木偶学会学生表演的经典木偶剧《大名府》获福建省大学生优秀剧目

展演第一名。学生表演的大型大鼓凉伞舞成为省运会闭幕式的精彩节

目。具有闽南特色的原创艺术在校园扎根吐芳，艺术系闽南语小组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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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讲话》获得“台商协会杯”海峡风闽南语歌手赛金奖，福建省首

届校园闽南语原创歌曲比赛一等奖。九龙江等文学社团，经常邀请本

土作家到校内开展文学讲座，促进校园文学创作。芗涛剧社则努力传

承“芗潮精神”，坚持弘扬主旋律，立足校园，服务社会，成立27年

来，共演出近200场，演出剧目200个以上，由于其表现及成绩突出，

2006年芗涛剧社被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联合授予“全国高

校优秀学生社团”称号。2006年学校成为首批“福建省校园戏剧示范

基地”。

4.发挥学术优势，主动融入地方文化建设，与地方共建文化强市。

漳州师范学院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和学术优势，积极主动参与地

方文化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三位教授出任市政协副主

席或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有九位专家担任市政协委员。据不完全统

计，2001年来，漳州师范学院政协委员共提出112件提案，其中“建立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万松关整体保护”、“华安仙字潭保护”、

“重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文化生态保护提案得到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校还有一批专家学者在漳州市文化社团组织及市

政协各专委会中担任要职。此外，还有不少专家学者承担了市地方历

史文献的整理、开发及宣传工作，积极参与全省及漳州地区各种文史

学术活动，如闽南文化研究会、闽南文化论坛、两岸关系论坛、闽南

文化生态保护区学术研讨会、黄道周学术研讨会、漳州蓝氏与台湾关

系学术研讨会、连横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

海峡两岸关帝信仰学术研讨会、保生大帝信仰学术研讨会、漳州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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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等学术活动。

2008年4月，漳州师范学院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成绩优秀，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校的建设和发展深深植根于闽南文化

的沃土中，将闽南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转化为全体

师生的自觉行为，学校长期以来注重对闽南文化的研究和发掘，推动

了特色学科专业的建设，丰富和拓展闽南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拓展第一课堂，延伸第二课堂，实现两

者的良性互动，构建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形成了传承闽南文化，服务

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的鲜明办学特色”。

明确把闽南文化作为办学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两岸社会文化交流和地方社会文化建设服务，这在福建省乃至全国

是绝无仅有的。

三、漳州师范学院实施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的

可行性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精神，漳州师范学院组织有关专

家，经过认真讨论，制订了《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方案》，

所体现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特殊需求及其人才培养要求相符合；培

养方案对培养工作的设计科学合理，操作性强，能够达到预设的目标；

培养条件齐备，能够保障该人才培养质量。

（一）办学目标定位准确，契合国家特殊需求。闽南文化与两岸

交流研究人才项目培养目标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从事闽南文化与两

岸交流研究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要求毕业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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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熟练掌握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的专门知识、特

点和研究方法，具有严谨的学风、较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能紧密结合现实工作的特殊需要独立从事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和文化交流活动，为有关政策制定、文化保护与两岸交流等提供重要

的科学论证和决策依据。培养方案所确定的培养目标及具体要求，既

强调人才培养的学术性，又凸显其实际运作能力，学术与实际运作能

力并重是该培养方案的主要特色，能较好地满足国家对这一领域人才

的特殊需求。

（二）注重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切实可行。该培养方案对闽

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工作的设计科学合理，操作性强，能

够达到预设的培养目标。首先，培养方向明确，培养方案确定闽南文

学与文献研究、闽南方言研究、闽南民俗文化研究等三个方向，基本

涵盖了闽南文化的主体部分，三个方向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构

成较完整的闽南文化知识体系，有利于夯实学生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拓

展宽广的学术视野。其次，方案所设置的课程及学分，符合博士研究

生培养规格要求。方案规定专业学位课5门，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

3门，专业选修课每个方向各2门，总学分控制在17个学分以内。三个

方向所设置的课程从不同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全面介绍和深入阐述，

形成了完整的闽南文化课程体系，这在国内高校闽南文化人才培养上

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第三，方案规定的考核方式与培养方式

切实可行。方案规定每门课程可根据课程性质选择笔试、课程论文、

研究报告等适应的考核方式，内容注重对博士研究生多方面的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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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检测，这种考核方式完全符合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该方案所

确定的培养方式也具有较大创新，符合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高层

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其创新之处主要有四点：一是课程内容具

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设置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课程，全面反

映了该领域一系列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都为该校教师新出版、

发表的前沿性专著、论文；二是为了满足国家对特殊人才的具体要求，

培养方案强化了博士生实践环节，要求在学期间具有不少于1年的实践

（含赴台研习三个月以上）经历，培养和提升学生面向基层、面向实

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三

是遵循“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原则，开拓视野，创新机

制，充公利用各种优质资源，构建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民间社团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密切合作，海峡两岸高校专家和学生互动交

流，实行两岸高校“双导师制”，共同培育特需人才的创新培养模式。

四是要求博士生面向实际需要开展学术研究，充分运用田野调查方法，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研究课题，并主动承担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重

大研究课题，将课题研究贯穿于培养全过程，以研导学，以研促学。

（三）办学基础扎实，具备培养条件。漳州师范学院经过长期努

力，依托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以闽台文化研究所、福建省

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等为平台，

整合资源，在闽南文化研究领域已基本形成了一支职称、学历、年龄

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该领域

有骨干成员26名，其中教授19名，副教授7名，博士13名。近五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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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骨干教师获得各级各类科研课题56项，其中国家社科规划项目6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7项，漳州市人民政府重大委托项目2项，拥

有科研经费672万元。出版学术专著40部，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106篇。

获得省社科优秀成果16项。同时充分利用地处闽南的区位优势，在厦、

漳、泉三市建设了一批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中心、示范点、漳

台高优农业合作区、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等专业实践基地，能很好地

满足学生专业实践需要。与台湾成功大学、台北教育大学、世新大学、

明道大学等六所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两岸高校合作办

学、共同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双方交流互动频繁，为闽南文化与两岸

交流研究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漳州师

范学院多年来重视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建设，图书馆辟有地方文献库，

目前该库拥有地方历史文献5万余种10万多册。学校图书馆还拥有两岸

关系数据库、台湾华艺数位系列数据库、TAO台湾学术在线数据库等多

个与闽南文化研究有关的数据库，为闽南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方

便。漳州师范学院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层次上，已有多年培养闽南

文化专门人才的经历，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人才

培养模式。此外，该校林继中、张桂兴、肖庆伟等教授被福建师范大

学聘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他们指导的

博士研究生已有八名毕业，这些为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博士人才

培养积累了经验。

四、支持漳州师范学院实施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项

目的政策和措施



112

漳州师范学院基本具备了实施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

项目的各项条件，所制定的培养方案也切实可行，但某些方面需要进

一步改进和加强，如：师资队伍结构有待完善，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有

待加强，科学研究水平有待提升，两岸专家学者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的

制度和机制有待改进和完善，图书文献资料建设尤其是台湾方面的文

献资料建设有待加强。

鉴于上述情况，专家论证委员会要求漳州师范学院要进一步加大

投入力度，在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两岸高校合作办学共同培养

人才、图书资料建设等方面，按照国家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和要求，

有重点地进行规划建设，确保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高层次复合型

专门人才的培养质量。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漳州师范学院的学位研究生教育，自

2007年增列为省重点建设高校以来，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经费，支

持该校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2009年1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向教

育部发出了“关于请求将漳州师范学院列为新增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

设单位的函”（闽政函［2009］167号）。“十二五”期间，将在重点

学科建设、研究生创新基地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支持该校开

展授予博士学位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培

养项目试点工作。

漳州师范学院表示，将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加强该学科和人才

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高端人

才的培养和引进，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确保本项目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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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证委员会建议国务院台办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两岸社会文

化交流的实际情况，对漳州师范学院实施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

才培养项目给予如下几方面的支持：

（一）引导和支持漳州师范学院与台湾高水平大学合作，共同培

养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人才。

（二）为漳州师范学院相关研究人员赴台调研、讲学、交流等提

供方便。

（三）支持相关机构与漳州师范学院在课题研究、资料互通共享、

人员往来等方面进行合作，共同推动闽南文化研究，促进两岸社会文

化交流的发展。

根据以上情况，漳州师范学院申报授予博士学位的闽南文化与两

岸交流研究人才培养，符合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的有关精神，

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条件和要求。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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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5：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将集美大学、漳州师范学院列为新增

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的函（闽政函[2009]1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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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6：关于支持漳州师范学院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闽南文化与

两岸交流研究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函（中台函[2011]3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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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7：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

研究人才培养项目建设的函（闽政函[2011]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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