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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 6 种图书获 2013 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近日，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委托进行评审，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2013 年度第二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名单揭晓，解放日报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

第 8 版正式公布，我社《海权战略研究丛书》、《胡应麟年谱长编》、《刘鹗年谱长编（上下卷）》3 种（套）图书榜上有名（见附件 1：第二期 3 种图书简介）。 

  沪上 35 家出版社 74 种图书，获得第二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古籍社有 6 项，入选数居上海出版社第

一位；华东理工社有 4 项，入选数领先于上海高校社；我社与华东师大、复旦、上海财大社各有 3 项，并列上海高校社的第二位。 

  2013 年度第一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曾在上半年公布，我社也有 3 项入选，即《王振义传》、《大上海的兴起》、《叶景葵年谱长编（上下卷）》

（见附件 2：第一期 3 种图书简介）。至此，我社共有 6 种图书获 2013 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侯俊华 

2013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1：第二期 3 种图书简介 

  

■  书名：海权战略研究丛书 

  作者： 章骞 

  项目责任人： 潘新 

  内容简介： 本丛书目前包含六册——《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发展之路》、《海上战略的缔造者》、《周边国家海权战略态势研究报告》、《海权对二

战的影响》、《21 世纪的中国海权战略——转向马汉》、《亚太地区海权的崛起》。其中既包含对于海权强国发展历史的研究与思考，又包含对于当今国际环

境的观察与分析；既体现了国内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又体现了国外学者对于我国海权战略的解读。 

  其中，《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发展之路》以十九到二十世纪各国海权发展之路作眼，对于美国如果一步一步走向海权大国的历程加以考察和分析，寻

求对于当今中国的启示；《海上战略的缔造者》梳理了从约翰•科隆布到马汉、朱利安•科贝特再到佐藤铁太郎、谢尔盖•戈尔什科夫等海权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

人物，对于他们的思想特征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周边国家海权战略态势研究报告》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越南、菲律宾七个中

国周边国家的海权战略态势进行了研究报告，为我们准确把握周边国家的海权状况、寻找正确的应对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海权对二战的影响》翻译自

Captain William Dilworth Puleston 的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in World War Ⅱ, 本书是二战海军战略研究的重要资料，史料价值颇高，对于正处于陆权向

海权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很有启示意义；《21 世纪的中国海权战略——转向马汉》由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James R. Holmes 、Toshi Yoshihara 的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urn to Mahan 翻译而来，该书系统地分析了海权理论对中国政治军事政策的影响；《亚太地区海权的崛起》来源于 Geoffrey 

Till 所著的 The Rise of Naval Power in Asia-Pacific，该书剖析了亚太地区的海军发展状况，对于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发展提供了参考。 

  

■  书名：胡应麟年谱长编 

  作者：王嘉川 



  项目责任人： 常利辉 

  内容简介：  胡应麟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致对明人贬损有加的清代学者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但就是对这

样一位学者，有关他生平的一些基本情况，学界竟也存在着许多的误会、误解乃至信口臆说。吴晗先生在八十年前所撰《胡应麟年谱》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弥

补了前人的缺陷，但在不少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仍有苟简、疏忽和错误之处。此后学界很少对之补正，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误，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因

此重新编纂一部胡应麟年谱，实为必要。 

  《胡应麟年谱长编》是上海交大出版社品牌系列“晚清人物年谱长编”之一种。本项目将分正、续两编进行。正编即年谱正文，采取编年记事的形式，将谱主

胡应麟一生的行事进行排比，同时将有关人物的活动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知识一并叙出，从而真实而客观地揭示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谱主活动（包

括交游、学术等活动）及其意义。续编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有关是非疑难问题，如胡应麟与王世贞之交谊，《经籍会通》之编纂，《华阳博议》之编纂等

问题，进行详细考证辨别。这些内容的主要观点将在正编中作简要的正面叙述，其详细论证则集中在续编之中，这样可使全谱的资料与论证、观点等主次分明、

重点突出，以收合则双美之效。 

  

■  书名：刘鹗年谱长编（上下卷） 

  作者：刘德隆 

  项目责任人：冯勤 

  内容简介：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为世人所共知。但他除了作为晚清一流小说家之外，还有更多的成就和贡献，但世人了解就不多了。本书将揭开

这一切。刘鹗，字铁云，出身于官宦人家，其父刘成忠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刘鹗是家中的幼子，七岁读书，聪明过人，喜杂学，于医学、数学、乐律、方技、

词章等，皆有精通。刘鹗对科举之学不感兴趣，所以一生无功名。他一生从事实业，投资教育，为的就是能够实现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目的。刘鹗先后在淮

安开过烟草店、在扬州开过诊所、在上海办过印刷厂，在湖广参与铁路建设，在山西开矿，在南北多地办报，在北京与洋人开公司。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

长于文学，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

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所以，我们可以称他是通才，是畸人。刘鹗毕生以探索寻求救国之路、强民之法为己任，殚精竭虑，呼号奔走，虽屡屡失败，

但他那种矢志不渝、百折不挠、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缅怀和继承的。 

  《刘鹗年谱长编》是上海交大出版社品牌系列“晚清人物年谱长编”之一种。作者刘德隆先生作为刘鹗后人，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研究刘鹗相关文献，访

遍南北各大图书馆，保存和收藏刘鹗文献资料最为丰富。于 2009 年在完成《刘鹗集》工作后，开始对刘鹗对这个人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文献勾稽与研析，最大

程度地还原了刘鹗复杂、丰富的一生，为人们重新认识刘鹗提供了一部最基本又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具有学术原创性和公益性，亦可称为填补空白的学术著

作，其出版价值不言而喻。 

  

附件 2：第一期 3 种图书简介 

  

■  书名：王振义传 

  作者：陈挥 

  项目责任人：徐敏 

  内容简介： 王振义，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著名血液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上海血液学

研究所名誉所长。他成功实现了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了国际公认的白血病治疗“上海

方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与分子机制，树立了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范；建立了我国血栓与止血临床应用研究体系。他首创用国产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使这种凶险、高死亡率的急性白血病缓解率达到 95%，5 年生存率上升至目前的 92%。他在《Blood》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全反式维甲酸

临床应用论文，引起国际血液界强烈震动，并由此掀起诱导分化研究的新高潮，该论文被誉为全球百年 86 篇最具有影响的代表论文之一。他先后获得国际肿

瘤研究奖五项，国内国家级奖七项（一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314 篇，主编专著 5 本。此外，他还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奖，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等殊荣。 王振义先后担任过内科学基础、普通内科学、血液学、病理生理学等教学工作，先后培养博士 21 人，硕士 34 人，其中一

人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和法国外籍科学院院士，因而在 2003 年被评为“上海市教育功臣”。 

  2011 年 1 月 14 日，王振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振义传》是王振义院士的第一本传记。该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王振义院士精彩丰富的人生历程，

讲述了他求学、行医、科研、管理、育才和家庭等方面的感人事迹。 

    

  



■  书名：大上海的兴起 

  作者：周武 

  项目责任人：潘新 

  内容简介：大上海的兴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是上海城市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大上海的兴起》采取纵向和横向并举的研究

路向，力求全景式地展示上海发展为国际大都市的过程。纵向研究，意在勾勒大上海兴起的特殊轨迹；横向研究，则是选择大上海兴起过程中几个具有全局性

影响的层面，如市政建设、外侨生活、市民生态、市民心态、都市习俗等，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藉以说明大上海兴起所导引的剧烈而深广的历史变迁。在

纵向和横向并举的研究中，本书创造性地呈现出大上海兴起过程中所牵动的错综繁复的诸种关系及其基本脉络，并揭示出大上海兴起的独特性及其成因。不仅

展示了上海的历史变迁，更体现上海源远流长的城市文脉和文化积淀。  

  本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全景式的大视野勾勒出大上海兴起的特殊轨迹；二是以纵横并举的研究路向呈现大上海兴起所导引的剧烈而深广的变迁；

三是以外来和内在结合探索大上海兴起的独特性及其成因。 

  

■  书名：叶景葵年谱长编（上下卷） 

  作者：柳和城 

  项目责任人：冯勤 

  内容简介：叶景葵(1874～1949)是上海解放前十大爱国老人之一，是上海值得尊敬的先贤。他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近代著名银行家、实业家和

古籍版本学家。1907 年曾随晚清大员赵尔巽至沈阳，任盛京部文案总办、奉天财政监理官。1908 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1911 年任清政府天津造

币厂监督，不久任大清银行监督。1915 年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此外，叶景葵还拥有中兴煤矿公司、海丰面粉公司，数度当选商务印书馆董事、监察、合

众图书馆董事等职。 

  叶景葵是近代金融界的元老，成为巨富以后，依然生活俭朴，低调做人，却具有强烈爱国心与高度正义感。1947 年，国民党政府迫害学生运动，他投袂

而起，勇敢声援进步学生，坚决反对当局的倒行逆施，为著名的“十老上书”人之一。 叶景葵十分热心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抗战时期，许多传统古籍损失外流，

他痛心疾首，不惜斥巨资购买收藏。又感于战乱中诸多朋友的藏书无法保存，就和张元济、陈叔通等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于上海富民路长乐路口捐地造屋，

并首先将自己历年收藏的珍贵古籍 2800 余部 3 万余册无偿捐献给合众图书馆，成为日后上海图书馆最重要的馆藏珍品，包括唐代写本 2 种，宋元版本 9 部，

明刻善本 400 余部、稿本钞校本 600 余部，为保护传统古籍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但藏书，还研究书，比较版本，品评价值，卓然成家，晚年致力于古籍珍稀

版本的搜集，所写的札记、书跋，多有独到之处，在古籍整理上有着特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