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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姜澎 实习生张菲垭）中国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第一部研究生

综合教材——《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

（以下简称《教程》） 日前正式发布。《教

程》 全书120万字，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组织师资历时4年合力

编写。

古文字学是一门以铸刻或书写在遗物、

遗迹上的先秦秦汉文字及其所记录的上古历

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也

是一门事关文化传承的冷门绝学。长期以

来，古文字领域在教学上缺少具有科学性、

系统性的教材，此次《教程》的出版填补了

这一空白。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

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大量古文字资料出土，

为古文字研究的发展打下基础。2020年1

月，教育部发文，古文字学专业被纳入“强

基计划”，编写一部高质量古文字学配套教

材的计划迫在眉睫。同年5月，中西书局和

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共同商定由

中心组织编撰教材，相关工作就此启动。

2021年，复旦大学入选首批由中宣部、教

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委共同启动实施的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

关创新平台建设单位，《教程》成为“古文

字工程”资助项目之一。

据介绍，《教程》 分为上下两编，其

中，上编介绍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相

关专业知识及研究方法；下编按书写载体

和时代分类，每一类选取若干原始材料进

行读解。从内容上看，它可以辅助课堂

教学，帮助古文字学子掌握基础研究方

法，了解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全时段的古

文字。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古文字学领域的重

视和大力资助，这一项冷门绝学不再那么

“冷”，但如何系统培养相关领域人才，依旧

值得思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

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席专家、清

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

教授认为，应围绕生源质量、培育过程和

人才就业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大改革和探

索的力度。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负责人刘钊教授介绍，出版 《教程》 只是

第一步，未来，面向中小学生的通识教

材、“强基计划”古文字方向的细化教材的

编纂工作也将提上日程，从而形成“初

基、中基、高基”三个层级古文字专业学

生教材，为古文字专业教学、人才培养注

入蓬勃动力。

我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第一部研究生综合教材发布

   万字古文字教材填补专业教学空白 本报讯 （记者张鹏）昨天，由上海市教委主办的2024年上

海职业教育活动月启动，上海市学生职业体验活动同步开启，全

市79所中高职院校总计提供413个职业体验项目，涉及19个专

业大类，旨在丰富当前学生的职业体验、开启职业启蒙。这其

中，不少项目将专业技能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融合，传递出当

前上海职业教育重视技能更新、跨技能融合人才培养的新动向。

“能自己动手操作数控机床，太有趣了。”在上海工业技术学

校，高安路一小三年级学生丁蔚荣在老师指导下，成功利用数控

机床加工了一片对讲机底板，紧接着，他又将各种零部件组装成

一部对讲机，跟小伙伴开心地“对话”起来。

在3D打印体验项目展台前，3D打印的玫瑰花一边旋转一

边开放，吸引学生和家长驻足。该专业教研组组长任强介绍，近

年来，市场对多工种复合型人才需求大，学校因此在专业课设置

上也尤为重视跨学科交叉融合。比如，该专业开设的创新设计

课，邀机械加工、电工电子、钟表、美术等专业的教师共同执教，

教给学生多学科融合技能。

翻开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的体验日目录，“AI数字人

像定制”“AI带你玩转IP形象设计”“VR古籍寻游探秘之旅”等，

均为今年首次推出的体验项目，前沿科技与传统文化正在交汇、

融合。“AI人像定制技术能让学生接触到数字智能化影像创作方

式，拓宽他们的艺术和技术的视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提高数

字影像创作的深度和广度。”“AI数字人像定制”项目负责人发现，

AI技术如何应用于课堂，也是家长咨询最多、最关心的问题。

作为普职融通的重要措施，这几年，越来越多职校从教者感受

到，对职业体验日活动的关注度在提升。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

今年推出“古法印刷”“粘土华龙”等五个传统文化体验项目，吸引数

百个家庭前来体验。相关负责人贾洁婷感触很深：“连续举办十多年

的职业体验日让家长和社会逐渐改变了对职业教育的看法，这两年

走进学校参观、体验的家庭数几乎是此前的两三倍。这两年考入我

们学校的新生，不少都有过儿时参与职业体验日活动的经历。”

上海职业教育活动月启动

在“零距离”实践中开启职业启蒙

本报讯（记者张鹏）今天至明天，上海开展义务教育阶段民
办学校报名志愿录取。电脑随机录取结果将以短信方式第一时

间告知家长，家长也可访问各区指定网站、登录“一网通办”义务

教育入学专栏或者“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查询。民办

学校调剂志愿录取时间为5月23日。

5月20日，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虹口区、杨浦区、嘉定

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崇明区组织电脑随机录取。5月21

日，浦东新区、普陀区、黄浦区、闵行区、宝山区、奉贤区组织电脑

随机录取。由于各区实施电脑随机录取时间不同，公布时间也

会不同，部分家长可能先收到调剂志愿顺序号，再收到报名志愿

电脑随机录取信息。

当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小于招生计划数时，空额计划数将根

据调剂志愿随机录取顺序号录取。调剂志愿录取结果也将发送

手机短信告知家长，家长也可访问各区指定网站、登录“一网通

办”网站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入学报名系统”查询。

一旦被报名的民办学校调剂志愿录取，不得放弃。

此外，5月18日至5月21日为各区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日。

5月22日起，对已验证通过的适龄儿童，陆续发送公办小学入学

告知信息。5月25日至5月26日为各区公办小学第二批验证日。

  日起公办小学发放入学告知信息

上海义务教育民办学校今起录取

▲昨天，2024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进行。此次赛事船型

为J80级别帆船，吸引了24支国内外顶尖帆船队参赛。运动员们在吴淞口邮轮港的广阔

水域上展开激烈角逐，为观众带来一场集体育竞技、文旅交流于一体的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明婷婷摄影报道

 2024国际剑联花剑大奖赛于5月17日至19日在静安区体育馆和梅龙镇广场举

行。本届比赛由国际击剑联合会主办，中国击剑协会、上海市体育局和静安区人民政

府共同承办，吸引5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名运动员、领队、裁判员及官员参与。昨天

17时30分，在上海梅龙镇广场中庭举行男子、女子半决赛和决赛，国际花剑顶尖运动员

在这里呈现一场场巅峰对决。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影报道

上海邮轮港

中外船队
扬帆竞逐

梅龙镇广场

各国剑客
巅峰对决

（上接第一版）作品展现出党在极端严峻

恶劣环境下，探索开拓纪检监察工作的

奋斗历程，也凸显革命先驱们对党绝对

忠诚的本色、克己奉公的高尚精神和临

危受命的风骨气节。

龙华作为党的纪检监察战线革命先

驱英勇就义地之一，中共五大成立的首

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副主席

杨匏安、委员张佐臣、委员许白昊及候补

委员杨培生4人牺牲于此。“首届中央监

察委员会，像一柄利剑映射着熠熠赤光，

树立起不朽的丰碑。”作家杨绣丽通过纪

实文学形式，以“革命晨曦、光明启程”

“浦江怒潮、烽火铁骨”“监察志士、青春

壮歌”“回到上海、血染龙华”四部分，串

起“龙华四烈士”主线，采用多声部记叙

手法呈现先辈奋斗人生。

从此前《巾帼的黎明——中共首所

平民女校始末》到新作《人间清白》，有时

为了一两张佐证当时革命参与人员的材

料，杨绣丽需辗转再三才能看到原件。

“两部作品都是在总体性资料收集和酝

酿基础上创作的，最考验的地方在于‘如

何写’。”她有感而发：红色主题书写不是

概念理念先行，而是写作面向的全新拓

展，是“小我”向“大我”，内在世界向广阔

天地的巨大跨越。

“龙华英烈画传系列丛书”第二辑则

以1931年牺牲于上海龙华的“左联五烈

士”为传主，按照英烈生平脉络，选取重

要历史事件，配以反映历史背景、延伸相

关阅读的丰富图片，以图文并茂方式叙

写龙华英烈们在风雨如晦中坚守理想，

在筚路蓝缕中践行初心、披肝沥胆的无

畏与力量。

回望红色历史，英烈先辈的鲜活身影

在一部部作品中留下深刻印记。恰如《白

纸红字》作者、长期关注搜集左联事迹的

作家程小莹所说：“这座城市的底蕴和历

史的传承，在百年以来以一颗红色种子的

形式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就是实实

在在的历史，里面有无数可敬可爱又充满

个性的人物，也有对于城市的认同感。”

让红色故事持续“圈粉”，
形成阅读新风尚

做好主题出版，是时代赋予沪上出

版工作者的使命，不竭的红色文化滋养

也为“党的诞生地”主题出版工程提供了

丰富养分与素材宝库。

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温泽

远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近五年前“党的诞

生地”主题出版中心在该社挂牌成立，并

同步启动“党的诞生地”主题出版工程，为

传播好红色文化、擦亮“党的诞生地”红色

文化名片、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作出了

积极贡献。比如，以“守正”为立足点，推

出了“红色起点”“红色足迹”系列等有口

碑、有影响力的红色文化精品读物，孵化

了一批有特色的红色文化优质IP。

“要让红色故事可敬可信、红色文化

可亲可感，应使红色主题出版物成为讲

好红色故事的重要载体。”他谈到，学习

读书会、行知读书会等常态化阅读文化

活动平台、直播和音视频等新媒体平台、

红色文创产品开发，都扩大了红色主题

出版覆盖面，助力形成红色阅读新风尚，

为红色故事持续“圈粉”，拓展红色文化

传播新场域。

即将亮相上海红色文化季的重要新

书还有不少。比如《“教联”与左翼教育

运动》首次系统整理上海左翼教育工作

者联盟发展历程，发掘出相关原始档案

资料，对“教联”纲领与章程、组织架构、

主要活动、重点人物及解散时间等进行

考证梳理，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

教育界，以组建教育社团、培养进步分子

等形式，反对旧教育，推行“新兴教育”的

历史进程。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引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

翼新闻运动的核心力量。囿于资料匮

乏，长期以来“记联”领域鲜有学者问

津。《“记联”与左翼新闻运动》立足史料

挖掘整理，尽可能完整还原组织架构和

盟员信息，力图呈现“记联”成立、发展和

解散过程，总结“记联”及其盟员对马克

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探索经验，为当下提

供历史镜鉴。

书写光荣之城 赓续红色血脉

（上接第一版）时间再往前推4年，轻资

产、重创新的西井科技选择将办公地点

注册在张江长宁园。

“2016年落户张江高新区之前，我

们考察了国内不少园区，张江长宁园最

吸引我们的地方除了宜居宜业的便利交

通，还有大量优秀人才。”西井科技副总

裁孙驰说。

和西井科技类似，仙工智能也是一

家没有生产线的轻资产科技企业，这类

企业最核心的“资产”是人才。“人才集

聚、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是我们选择张江

的理由。”丁霞说。

目前，张江企业集聚留学归国和

外籍人才超6万，上海国际科创人才服

务中心累计核发外国人工作许可43.4

万份。除了便利的人才服务，张江高

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更加全面，已

设立全国首家科创企业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中心、全国首个知识产权“四合

一”（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合

一）基层人民检察院、国家知识产权运

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

平台。

来自市科委的数据显示，2023年，

张江高新区集聚了全市50%以上的高新

技术企业、60%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

70%以上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

业“用脚投票”的背后，是实打实的低成

本创业成功率。

用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
土壤应对未来

去年底，市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张江

高新区改革创新发展建设世界领先科技

园区的若干意见》，提出对标世界领先科

技园区的新目标。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

业革命，张江高新区拿出培育世界一流

企业的土壤，用这份确定性应对充满不

确定的未来。

对于这份确定性，企业各有各的理

解。在崔昳昤看来，好的土壤需要前瞻

性。2016年，呋喹替尼成为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下上海首个试点品种，使

其提前3年顺利上市销售。该制度允许

和黄医药在没有自己生产基地的情况

下，委托其他企业生产药品。

2020年，和黄医药开始在张江建设

自己的全球创新药生产基地，基地已于

去年竣工投产，产能提升5倍以上。这

是张江向企业提出的“好产业不缺空间，

好项目不缺土地”的重要承诺，也是面向

未来的又一招“先手棋”。

在丁霞看来，好的土壤应该有“陪

伴感”。仙工智能自2020年成立以来，

先后享受到了张江高新区的融资补贴

政策、明珠领军人才政策、产学研合作

项目发展基金资助和高新技术企业补

贴等资金支持，在企业成长的每一个阶

段，都得到了园区管委会的贴心指导。

去年，仙工智能在中国移动机器人控制

器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突破40%，行业

排名第一。

在孙驰看来，好的土壤还应有“无事

不扰，有事必应”的分寸感。西井科技的

办公地点“上海硅巷”是一个无边界的科

创街区，上下游企业集聚。不久前，他们

的一家供应商落户于此，一顿饭的工夫

就能约上。这种“方便”背后，是园区“链

式招商”的创新服务，不断为创新生态注

入活力和生机。

张江高新区用一个 %成就四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