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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文北京研究基地 2019 年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2019 年 1 月 11 日，北京市人文北京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人文

奥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基地）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召开了 2019 年学术委

员会会议和 2019 年工作会议，回顾过去一年基地取得的成绩，展望新一年基地

工作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基地

工作处处长刘军，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基地主任、基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冯惠玲，北京大学儒学研究员副院长、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干春松，中央

电视台北京记者站站长、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基地

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勇，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黄亚玲，中国人

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关晓斌，基地执行主任李树旺、徐拥军，副主任魏娜和来自

校内外学界、业界的 30 余位基地研究员参加了会议。  

在工作会议前，召开了 2019 年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们听取了基地 2018

年工作报告，并讨论了相关问题。  

学术委员会会议后，召开了全体学术委员会委员、特邀领导和嘉宾以及全体

研究员参加的 2019 年工作会议。会议由基地副主任魏娜教授主持。  

全体与会人员首先观看了特别制作的《我们这一年》开场视频。视频回顾了

基地在过去一年围绕“数字记忆”“人文奥运”两大主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喜

人成绩，以时间轴方式呈现了基地研究员 2018 年的学术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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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基地主任冯惠玲教授代表基地致辞。她代表基地感谢各位学术委员、研

究员百忙之中抽空莅临会议，并希望借以会议契机使得大家在“相知”的基础上

更“相识”，共同助力基地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代表学校致辞。他回忆了自己早期参与基地建设

的经历，希望基地接下来在关注历史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关注现实发展议题，如北

京通州副中心建设、北京文化建设，将基地工作推向深入。  

在基地副主任魏娜教授主持下，基地主任冯惠玲为基地 2019 年度新进研究

员丁超、王卫东、王北星、王静、李震宁、张晓京、张世林、高燕燕、祝振媛和

陈婷颁发了聘书。  

基地执行主任徐拥军教授从重要活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获

奖情况和管理服务六个方面向参会人员汇报了基地 2018 年工作情况：2018 年，

基地成功举办了“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专题研讨会、“北京周期•冰雪之约——

2018 北京冬奥冰雪运动文化节”开幕式和冬奥知识讲座、第二届“北京•我们的

记忆”座谈会暨表彰会和北京冬奥遗产论坛暨“2011 年北京冬奥会文献遗产的

保护与传承”课题开题会等一系列重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学术研

究上，基地成果丰富且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一年间累计发表 59 篇学术论文，其

中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32 篇，6 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 篇文

章被《新华文摘》以论点摘编方式转载。1 份资政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

1 份调研报告得到北京市顺义区人大常委会专函致谢。基地持续依托“数字记忆”

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和志愿服务增强人才培养能力。2018 年，基地研究员赴

美国、韩国、印度、台湾地区等开展了 8 次海外学术交流活动，提升了基地国际

学术影响力。基地研究员中 2 人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1 人入选国家档

案局“全国档案专家”，4 人荣获国家级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基地管

理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简报报送机制化，办公室管理更加规范。徐拥军教授还从

课题管理、重大专项、内部管理等方面简要介绍了 2019 年基地工作计划。  

基地执行主任李树旺教授重点介绍了基地在人文奥运方面的研究进展：基地

围绕冰雪运动大众普及和冰雪运动体教结合两大主题与教育部、重庆报业集团等

开展了深入合作，持续推进人文奥运，特别是人文冬奥科研工作。基地结合自身

实际和工作优势，在 2018 年开展了冬奥特色社区建设、北京冬奥冰雪文化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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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2019 年基地将从冰雪运动大众普及与推广主线、

北京冬奥组委和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和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课题、年度冬奥

论坛等入手继续深挖人文奥运内涵，丰富基地研究工作。  

基地研究员加小双则介绍了过去一年基地在数字记忆领域取得的研究进展：

基地着力打造“北京记忆”这一数字记忆标志性项目，借助“北京记忆”数字资

源平台形成了丰富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成果。2018 年依托“北京记忆”

项目，基地在数字记忆科研成果、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都取得了良好成绩。在

2019 年，基地将在加强专题网站和互动网站建设、完善资源库建设和丰富衍生

成果等方面深入推进数字记忆相关工作。  

随后，学术委员会委员对基地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学术委员黄亚玲教授表

示希望基地加强与校外机构如北京体育大学的交流合作，协力推动我国人文奥运

研究走向深入。学术委员刘勇教授指出基地活动既形式丰富又内容扎实，在此基

础上希望基地也能更多地吸纳非人大的校外研究力量，进一步充实基地研究实

力。学术委员王小节强调基地要主动对接北京市相关部门，建议结合首都基地工

作提前策划和推广相关公众活动。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干春松教授指出基地要从

人文奥运出发积极拓展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  

接下来，研究员自由发言。多位研究员都强调基地要在人文奥运和数字记忆

两大优势研究领域之外，积极拓展新研究领域，并与其他学术研究机构进一步加

深合作。研究员张晓京建议基地可探索通过进社区宣讲、开发相关产品等方式普

及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充实研究、壮育人才。研究员高燕燕谈到自己自 2008

年与基地结缘，就始终抱着学习和融入的态度参与相关工作，到体育部工作后也

希望进一步加深体育部与基地的全面合作。研究员陆益龙教授强调基地要立足课

题项目，在北京城市治理、城市社会文化发展等命题上做好文章，同时加强档案

学科和体育学科的深度融合。研究院李文钊教授希望基地加强与首都发展研究院

的交流合作，探索首都发展新篇章。研究员胡百精教授指出当前北京冬奥会舆论

宣传形势不容乐观，基地要在传播北京冬奥正能量上积极思考、全力行动。研究

员王静表示十分荣幸新进为基地研究员，希望在今后能够借助《中国体育报》平

台积极宣传基地工作，为基地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心工作处处长刘军讲话。他充分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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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基地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指出基地已建设成为北京市领先的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中心之一。他强调基地下一步要围绕北京市中心工作继续做好课题的申

报、管理等相关工作，并尽可能提高课题完成率和优秀率，将人文北京（人文奥

运）的牌子打造地更为响亮。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关晓斌代表校内主管部门讲话。他指出基地立足

北京，聚集各方研究力量，精耕细作十八年，成绩斐然。他表示学校科研处将加

强与基地的沟通交流，同时也希望基地及时反馈工作成果，积极申报相关工作，

加快工作进度，并与首都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充分合作，结合“双一流”总体部署，

突出交叉学科研究和学科特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关晓斌做总结讲话  

会议在“北京记忆”项目成果之一“北京童谣”的歌声中结束。 

 

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召开 2018 第二届“北京•我们的记忆” 

座谈会暨表彰会 

2018 年 11 月 24 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基地主办的第二届

“北京•我们的记忆”座谈会暨表彰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艺

术楼 530 会议室顺利召开，会议主题为“共话北京文化记忆保护，表彰记忆贡献

突出者”。基地主任冯惠玲，基地执行主任徐拥军、基地研究员王丹、钟新、加

小双，基地助理研究员陈婷等参加了会议研讨。 

会议由研究员加小双主持。基地主任冯惠玲发表会议致辞，为“优秀合作伙

伴”代表李冬（漫画家、摄影家）和师毅（北京脉搏微信公众号负责人）颁发“优

秀合作伙伴”证书，并分别签署资源合作协议。基地执行主任徐拥军、基地研究

员王丹、钟新为“北京记忆贡献达人”代表陈伟（北京小曲儿传承人）、孟雅男

（老北京叫卖艺术团负责人）和李辰（北京方志历史文化传承与宣传实践团）颁

发“北京记忆贡献达人”证书。 

基地研究员钟新从传播学视角介绍了北京记忆与北京形象构建的相关问题，

指出图书、音视频等形式是传承北京记忆的良好开端，在未来，通过记忆构建的

城市形象将是塑造新北京的重要依据，因此“北京记忆”项目应发挥引领作用，

塑造多样化、现代化的北京。基地研究员加小双和助理研究员陈婷从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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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现状与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介绍了“我的北京记忆”互动网站的基本概况。 

 

2018 北京冬奥冰雪运动文化节冬奥知识讲座举办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冬奥知识讲座”在艺术学院举

行。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副主任魏娜主持了本次讲座，基地研究员杨

燕萍主讲“冬奥之旅”、研究员张磊主讲“冬季冰雪运动欣赏”。基地执行主任李

树旺，体育部党总支书记高燕燕，中国人民大学冬奥宣讲团师生代表及校内冰雪

运动爱好者参加讲座。 

在“冬奥之旅”主题讲座上，基地研究员杨燕萍依据其主编的《冬季奥林匹

克之旅》一书，以冬奥会的发展历程为主线，从冬奥起源、冬奥发展、奥运元素、

开幕式、火炬接力、赛事简况、中国参赛情况、冬奥之星、幕后故事等方面，对

冬奥会的知识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介绍。 

研究员张磊在“冬季冰雪运动欣赏”主题讲座中，以冰壶为例，主要介绍了

冰壶项目的历史传承、项目特性、基本规则以及欣赏角度。并将冰壶与地板冰壶、

冰壶手套、冰壶刷、冰壶鞋等实物带到现场，给参加活动的师生提供了近距离接

触和感受的机会。基地执行主任李树旺表示，今后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和人大体育

部将继续为大众体验冬奥、参与冬奥提供支持，为全校师生的运动参与和健康保

障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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