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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简介 

 

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16 日，会址位于云龙山西侧云龙湖畔

的东坡会馆内。原徐州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王希龙出任第一届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

会常务理事恵光启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有会员 200 人。成立后创办了《放鹤亭》杂志，

季刊，现已出版 32 期。先后举办了杏花诗会、百名书法家《放鹤亭记》书展、中秋咏

月诗会、首届“东坡杯”公务员书画大赛，纪念苏轼知徐州九百四十周年诗词朗诵会，

与利国镇政府共同举办利国苏轼文化节。承办了第十六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和中国苏

轼文化名镇——利国镇授牌仪式。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推动了云龙山、云龙湖

风景区的升级改造，以及黄楼、燕子楼、快哉亭、放鹤亭、显红岛、百步洪、黄茅冈、

杏花村等苏轼文化遗迹的保护。学会聚集了一批学识渊博、乐于奉献的历史文化专家学

者，对苏轼知徐州期间的遗迹、诗文进行寻访、搜集、整理，研讨，撰写了数百篇论文，

出版了十几部苏学研究专著，如董治祥主编的《鹤兮归来——苏轼在徐州》、徐新民编

著的《苏轼民本思想札记》、陆明德主编的《苏轼知徐州札记》、孟昭全编著的《苏轼与

利国》、谭敦荣编著的《苏轼与徐州》、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管仁福编著的《苏轼徐

州诗文辑注》等书，均有一定的深度与亮点。 

2017 年 9 月，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

届理事会，制定了苏学研究优秀文章评选与奖励办法，并组成写作组，研究编写了《苏

学概论》《苏轼守徐州史话》《古今诗人咏黄楼》《黄楼诗友咏苏轼》《从楹联读苏轼》《中

华苏学发展学探索报告》《苏轼民本学说简论》等著作，先后出版发行。为传承苏轼文

化，先后成立了东坡诗社，建立了苏轼文化青少年研学基地。在鼓楼区图书馆先行试点，

开展“走进苏轼、相约黄楼”青少年研学活动。先后几十次派出专家学者到大中院校、

科研机构和社区举办苏轼文化讲座，并向市、区图书馆、大中院校图书馆赠送苏轼文化

书籍两千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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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日程表 

日期 时  间 事 项 负责人 地 点 

6—18 

（周五） 

白天 8:00—22:00 报到、检疫 魏新建 

苏  文 

周奎生 

开元名都迎宾楼 

晚上 18:30 晚餐 迎宾楼餐厅 

6—19 

（周六） 

上 

 

 

午 

7:00—8:00 早餐 迎宾楼餐厅 

8:00 乘车去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8:30—9:15 开幕式 李燕 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9:15—9:30 合影 黄军利 报告厅门前 

9:30—12:00 主旨演讲 方永江 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12:00 午餐 赵培培 矿大新校区餐厅 

午休 12:30—14:00 可自由参观矿大校史馆，游览矿大校园 

下 

 

 

午 

14:00—15:30 分组讨论 各组长 各组分会场 

15:30—15:45 茶歇 志愿者 各组分会场 

15:45—17:00 分组讨论 各组长 各组分会场 

17:10—17:30 观看矿大文艺演出 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17:30—18:40 闭幕式 史修永 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18:50 晚餐 赵培培 开元名都迎宾楼餐厅 

6—20 

（周日） 

上 

 

午 

7:00—8:00 早餐 赵培培 开元名都迎宾楼餐厅 

7:30—12:30 
考察徐州 

苏轼遗迹 

陆明德 

程建安 

孔伯祥 

 

黄楼  云龙山 

放鹤亭 苏轼纪念馆 

中午 
12:30 午餐 开元名都迎宾楼餐厅 

13:00 离会 离会 

备注  

 

联系人：魏新建：13372210953    陆明德 13338967268   王丽华:1381348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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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总体安排 

 

（一）6 月 18 日（周五） 

全天报到（8:00—22:00） 

下午，大会秘书处召开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会议，分工负责，搞好服务。 

当晚，大会秘书处召开预备会议，人员、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晚上 8:00，召开各组长会议，部署分组讨论。 

（二）6 月 19 日（周六）上午 

第一阶段：开幕式（8:30—9:15）    地点：中国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第二阶段：合影（9:15—9:30）      地点：矿大图书馆报告厅门前 

第三阶段：主旨演讲（9:30—11:30） 地点：中国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第四阶段：大会赠书（11:30—12:00）地点：中国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三）6 月 19 日（周六）下午 

第一阶段：分组讨论（2:00—5:00）   地点：中国矿大图书馆分会场 

第二阶段：文艺演出（5:00—5:20）   地点：中国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第三阶段：大会总结（5:20—6:30）   地点：中国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四）6 月 20 日（周日）上午 

考察徐州苏轼文化遗址（7:30—12:30） 

（五）6 月 20 日（周日）  午餐后闭会 

 

备注：本次会议向全体与会嘉宾赠送苏学专著十一部。 

其中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赠送本会专家撰写的七部苏学专著：《苏学

概论》《苏轼民本学说简论》《苏轼守徐州史话》《苏轼知徐州札记》《古

今诗人咏黄楼》《从楹联读苏轼》《黄楼诗友咏苏轼》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赠送本院专家撰写的三部苏学专著：《遗爱

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诗文辑著》《徐州苏轼诗文名篇赏析》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赠送一部：《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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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嘉宾名单 

 

（一）主办方领导与外地嘉宾（110人） 

1.徐东海 男 中共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李  燕 女 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3.周裕锴 男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教授 

4.刘  波 女 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研究员 

5.王希龙 男 原徐州市委书记，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第一任会长  

6.罗承选 男 原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矿大苏轼研究院院长  

7.蔡世华 男 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矿大苏轼研究院副院长 

8.苏  华 男 解放军少将、世界苏氏宗亲总会顾问 

9.于发顺 男 徐州市社科联主席  

10.杨胜宽 男 原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副会长 

11.涂普生 男 原湖北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副会长 

12.刘尚荣 男 中华书局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 

13.陈才智 男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教授 

14.潘殊闲 男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西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5.宋明刚 男 原眉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副会长 

16.方永江 男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17.刘清泉 男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18.庆振轩 男 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19.李景新 男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20.李公羽 男 海南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21.徐  鸿 男 四川工商学院教授 

22.索  青 女 北京苏轼文化研究会会长 

23.付艳霞 女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 

24.仇春霞 女 北京画院理论部副研究员 

25.高云鹏 男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26.苏俊七 男 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美术师 

27.苏建民 男 天津摩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28.袁  丁 女 眉山三苏研究院创作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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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万  波 男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员 

30.谢可人 女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助理研究员 

31.刘宇飞 男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助理馆员 

32.余  彦 女 眉山三苏祠馆员 

33.彭林泉 男 眉山市检察院高级检察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34.赵世平 男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会长 

35.彭文良 男 重庆大学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36.向丽妃 女 与张钊为同一论文作者（重庆） 

37.苏志凯 男 海南省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 

38.谢仿贤 男 海南儋州东坡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39.彭  桐 男 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海口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40.由兴波 男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41.张馨心 女 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副教授 

42.周  伟 男 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43.刘祖豪 男 兰州大学文学院在校生 

44.仲  恒 男 兰州大学文学院在校生 

45.张  钊 男 兰州大学文学院在校生 

46.张建伟 男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47.喻世华 男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48.周  方 女 太原学院副教授 

49.苏振武 男 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50.李维维 女 西安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51.孙金荣 男 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文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52.韩  凯 男 西北大学博士生 

53.易集明 男 江西高安市史志办主任 

54.孙晓东 男 江西省高安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55.杨松冀 男 贵州凯里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56.石战杰 男 杭州浙江传媒学院讲师 

57.叶升平 男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58.宋定坤 男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 

59.任  正 男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60.释崇谛 男 湖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安国寺住持 

61.方星移 女 黃岡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62.王园园 女 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 

63.吴嘉慧 女 黄冈师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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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郭杏芳 女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学报主编 

65.刘天阁 女 北京苏轼文化研究会会员 

66.胡  燕 女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67.戴  路 男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四川大学副研究员 

68.王金伟 男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讲师 

69.沈广斌 男 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 

70.马银华 女 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71.夏爱民 男 德州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72.苏寿良 男 上海奇特园林景观有限公司董事长 

73.乔云峰 男 山东省诸城市超然台服务中心主任 

74.徐培富 男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教授 

75.李如冰 女 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76.李成君 男 微山县公安局交警队长 

77.苏耜同 男 山东七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78.苏肇平 男 中央文史研究馆安徽书画创作基地办公室主任、安徽省苏学学会会长 

79.明  智 男 安徽和谐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 

80.汪  倩 女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讲师 

81.姜  伦 男 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82.郭世轩 男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83.明  媚 女 阜阳市东坡小学语文教师 

84.刘  晗 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副教授 

85.王维玉 男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86.常民强 男 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87.高春林 男 河南郏县苏轼研究会副会长 

88.张建功 男 郏县苏轼文化研究会 

89.宗朝喜 男 郏县苏轼文化研究会 

90.乔建功 男 原郏县财政局干部、郏县苏轼文化研究会理事 

91.龙飞宇 男 上海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 

92.王  静 男 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 

93.颜正源 男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 

94.苏  慎 男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 

95.苏  东 男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秘书长 

96.梁志方 男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 

97.张  涛 男 常州市红十字会干部 

98.蓝士英 女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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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冯士彦 男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高级讲师 

100.苏泽民 男 原江苏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 

101.苏梦熊 男 江阴市苏东坡研究会秘书长 

102.李金坤 男 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 

103.张翠爱 女 江苏盐城工学院教授 

104.李登年 男 高级经济师、饮食文化专家（连云港） 

105.南雅琼 女 与张建伟是同一论文作者 

106.苏继传 男 北京苏轼文化研究会会员 

107.张  静 女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党委书记，副研究馆员 

108.张  颀 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图书馆学编辑室副主任 

109.何晓苇 男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110.林  欢 男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源建设部代理部主任。 

（二）中国矿业大学嘉宾（21 人）  

1.方跃平 男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2.史修永 男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3.管仁福 男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4.闫续瑞 女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5.段鑫星 女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6.文艳蓉 女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教授 

7.周凌云 女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8.李素琴 女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9.邓心强 男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10.张培婧 女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 

11.王  赟 女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12.乔璐璐 女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13.陆子亚 女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在校生 

14.高恒昱卓 女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15.李  贞 女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讲师 

16.赵保全 男 中国矿业大学副研究员 

17.王  锐 男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18.褚慕涵 女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19.张  萌 女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20.贾洪展 男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21.李碧晗 女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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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徐州本地嘉宾（39人） 

1.张仲谋 男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 

2.田质林 男 原徐州市发改委主任、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3.田忠恩 男 徐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4.魏新建 男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5.宋善岭 男 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徐州诗词协会会长     

6.李世明 男 徐州史志学会副会长、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7.王成军 男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 

8.孟宪浦 男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9.李俊标 男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 

10.王立增 男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11.林红岭 男 徐州诗词协会副秘书长 

12.苏  文 男 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13.苏化友 男 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14.张本刚 男 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15.邓建新 男 徐州云管委副主任 

16.周奎生 男 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17.徐新民 男 江苏省特级教师，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18.孟昭全 男 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19.陆明德 男 原徐州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20.谭敦容 男 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21.于克南 男 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22.金建明 男 徐州十三中校长 

23.卢润生 男 徐州市图书馆副研究员 

24.徐立业 男 徐州三苏艺术馆馆长 

25.张  瑾 女 徐州日报高级记者 

26.张梦雨 女 徐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干部 

27.兰文阁 女 徐州电视台主任编辑 

28.丁开明 男 泉山区民宗局二级调研员 

29.周燕青 女 徐州教育热线总经理 

30.程建安 男 徐州云龙山管理处副处长 

31.柳振君 男 原铜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32.孔伯祥 男 徐州市诗词协会副会长 

33.王婉丽 女 徐州市诗词协会副会长、徐州东坡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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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苏巍巍 女 徐州苏轼书院院长 

35.韩盛山 男 铜电家园业主委员会主任 

36.田传继 男 徐州利国苏轼小学校长 

37.薛  刚 男 徐州市苏轼研究会理事 

38.苏化民 男 徐淮眉山堂苏氏宗亲总会副会长 

39.渠敬真 男 徐州泉山区铜电家园退休职工 

（四）书面参会的台湾与新加坡嘉宾（6人） 

1.陈建华 男 台湾中文教师 

2.李常生 男 台湾城乡风貌研究工作室主任 

3.黃惠菁 女 台湾屏東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4.江惜美 女 台湾铭传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5.陈金现 男 台湾高雄辅英科技大学教授 

6.张爱东 女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讲师 

 

 

参会人员注意事项 

 

一、严格遵守防疫规定，戴好口罩，避免人员密切接触。一旦出现发热、乏力、

干咳等症状，要及时就诊。 

二、本会嘉宾下榻宾馆就在云龙湖畔，严禁下湖游泳。在游览云龙山时，严禁独

自行动，涉险寻幽。 

三、最近天气炎热，预防中暑。在外出考察时，参会人员应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量力而行，不作超过身体极限的事情，发现不适，及时就医。  

四、顾全大局，严格按规定时间上下车。严格遵守会务手册程序，准时参加大会

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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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幕式与主旨演讲  
 

（一）大会开幕式  8:30—9:30 

时间：2021 年 6月 19日（周六）上午 8:30 

地点：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主持人：徐州市副市长李燕 

主要议程： 

1.主持人李燕介绍与会嘉宾 

2.徐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徐东海致欢迎辞 

3.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波讲话 

4.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本刚介绍徐州苏轼文化研究成果 

5.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讲话 

6.合影留念 

（二）主旨演讲：9:30—12:00 

地点：矿大图书馆报告厅 

主持人：方永江（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1.陈才智：苏东坡眼中的白乐天——以徐州为中心 

点评：周裕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教授） 

2.庆振轩：苏辙《黄楼赋》的个性特色与文学价值 

点评：张仲谋（江苏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  

3.徐新民：构建苏学体系，是当代苏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与历史使命 

点评：李公羽（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说明：每人演讲 30分钟，点评 5 分钟，请自觉遵守。 

4.大会赠书：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清泉介绍有关情况 

 

 

 

 

 



 

 12 

 

五、会议代表分组研讨名单  
 

第一大组  组长：管仁福（手机：13655203273）   彭林泉（手机：18090077738） 

研讨地点：图书馆第一会议室（B101 室） 

周裕锴、蔡世华、庆振轩、刘清泉、苏继传、李成君、李世明、万  波、孙晓东、

彭林泉、宋定坤、吴嘉慧、卢润生、金建明、管仁福、张  涛、宗朝喜、张本刚、

苏俊七、周方、杨胜宽、谭敦容、陆子亚、高恒昱卓、石战杰、袁  丁、苏寿良、

王  静、苏耜同、苏志凯、苏振武、苏  华、赵保全、魏新建、徐新民、王  锐、

张  萌、贾洪展、张  瑾、何晓炜 

第二大组  组长：陆明德（手机：13338967268）   乔云峰（手机：13668664408） 

研讨地点：图书馆报告厅  

罗承选、张仲谋  方星移、乔云峰、王  赟、刘宇飞、刘尚荣、杨松冀、谢仿贤、

方永江、苏泽民、苏  慎、冯士彦、郭杏芳、陆明德、汪  倩  常民强、仇春霞、

丁开明、刘  晗、张馨心、兰文阁、孟昭全、李公羽  周  伟、释崇谛、夏爱民、

史修永、李素琴、褚慕涵、王成军、林红岭、邓建新、周燕青、韩盛山、田传继、

渠敬真、苏化民、程建安、戴  路、张  静 

第三大组  组长：李景新（手机：15091980231）   喻世华（手机：13861390901） 

研讨地点：图书馆一层学术沙龙室（107 室） 

陈才智、徐  鸿、张培婧、颜正源、喻世华、梁志方、乔璐璐、张  钊、向丽妃、

刘祖豪、王金伟、马银华、易集明、李景新、宋明刚、乔建功、李维维、叶升平、

余  彦、郭世轩、王继权、张翠爱、王园园、方跃平、段鑫星、周凌云、邓心强、

李  贞、李俊标、王立增、徐立业、赵世平、苏  东、索  青、苏梦熊、刘天阁、

苏肇平、李金坤、孙金荣、张  颀、谢可人 

第四大组  组长：周奎生（手机：13685183398）   彭桐（手机：13707546178） 

研讨地点：图书馆五层知学讲堂（501 室） 

潘殊闲  涂普生、张建功、明  智、明  媚、彭  桐、孔伯祥、张梦雨  姜  伦、

王维玉、韩  凯、胡  燕、李如冰、仲  恒、周奎生、高云鹏、由兴波、沈广斌、

蓝士英、闫续瑞、彭文良、张建伟、李登年、南雅琼、徐培富、文艳蓉、孟宪浦、

苏  文、苏化友、于克南、柳振君、李碧晗、高春林、苏巍巍、林  欢、宋善岭、

苏跃云、任  正、龙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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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分组研讨安排  
 

第一大组：发言 24 人，参与研讨 16 人  地点：图书馆第一会议室 

 

组长：管仁福（中国矿大苏轼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负责向大

会汇报本组研讨情况 

彭林泉（眉山市检察院高级检察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上半场 13 人发言，管仁福主持，彭林泉监督发言时间，每人限定 6 分钟 

时间：6 月 19 日（周六）14:00—15:30 

01.蔡世华：光明的使者——苏轼徐州煤炭开发的历史价值再探析 

02.刘清泉：徐州苏轼符号 

03.苏继传：苏轼是徐州史上最好的州官 

04.李成君：苏轼知徐州功业考 

05.李世明：徐州苏堤之前世今生 

06.万  波：浅谈苏轼兴修水利和徐州抗洪的卓越政绩 

07.孙晓东：从清同治《徐州府志》看苏轼的治水贡献 

08.彭林泉：苏轼徐州社会治理之道 

09.石战杰：苏轼知徐州的空间风景与影像再造 

10.宋定坤：由“黄楼”谈苏轼徐州诗文创作的指向性 

11.吴嘉慧：苏轼与道潜在徐州交遊的佛禅意义 

12.卢润生：从对显红岛与苏姑传说的历史考察看黄楼文化的嬗变 

13.张  涛：张勋重修苏公在徐遗迹考 

茶 歇：15:30—15:45 

下半场 11 人发言，彭林泉主持，管仁福监督发言时间，每人限定 6 分钟 

时间：6 月 19 日（周六）15:45—17:00 

14.管仁福：苏轼徐州时期的黄楼精神及当代意义 

15.宗朝喜：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16.张本刚：从苏轼徐州功业赏其为政之道 

17.苏俊七：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 

18.金建明：大文豪光耀十三中 

19.周  方: 论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20.魏新建：重建显红岛苏姑庙的缘由及建议 

21.杨胜宽: 苏轼在徐州：诗文交往与其主盟文坛的关系 

22.谭敦容：苏轼四和道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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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陆子亚：苏门君子、徐州四大贤人之一：陈师道 

24.高恒昱卓：试论苏轼徐州所作《浣溪沙》组词五首的田园书写 

 

参与研讨人员：周裕锴、庆振轩、徐新民、袁丁、苏寿良、王静、苏耜同、苏志

凯、苏振武、苏华、赵保全、王锐、张萌、贾洪展、张瑾、何晓炜 

 

 

第二大组：发言 24 人，参与研讨 17 人  地点：图书馆报告厅 

 

组长：陆明德（原徐州市检察院高级检察官、特约研究员）负责汇报本组研讨情况 

乔云峰（诸城市超然台管理处主任）  

上半场 13 人发言，陆明德主持，乔云峰监督发言时间，每人限定 6 分钟  

时间：6 月 19 日（周六）14:00—15:30 

01.张仲谋：谈东坡诗的创作个性 

02.方永江：苏轼精神及时代价值 

03.苏泽民：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04.苏  慎：至今不贪宝，凛然照人寰 

05.乔云峰：论苏轼密、徐时期的文化活动及其意义 

06.刘尚荣：梁师成自言“苏轼出子” 考 

07.张馨心：欧苏师承在当下的启示 

08.杨松冀：北宋苏轼哲学思想接受简论 

09.周  伟：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 

10.夏爱民：苏轼的法治思想浅析 

11.谢仿贤：苏轼税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2.冯士彦：州官苏轼的自画像 

13.刘宇飞：从眉州到徐州——浅谈苏轼成长中的不忘初心 

茶 歇：15:30—15:45 

下半场 11 人发言，乔云峰主持，陆明德监督时间，每人限定 6 分钟 

时间：6 月 19 日（周六）15:45—17:15 

14.陆明德：传承苏轼山水情怀，创建生态徐州大美徐州 

15.郭杏芳：苏东坡的“功业”内涵探析 

16.汪  倩：从苏轼勤政爱民角度看共产党的“人民立场” 

17.方星移：士大夫悯农情怀与自我形象的塑造 

18.常民强：苏轼的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颐 

19.仇春霞：徐州：苏轼文人画思想的发源地——以墨竹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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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  赟：苏轼的超然与超脱思想—《超然台记》和《放鹤亭记》对比研究 

21.丁开明：苏东坡的道教情缘 

22.刘  晗：苏轼日常生活的美学意蕴 

23.兰文阁：论苏轼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优势及策略 

24.孟昭全：关于苏轼文化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研讨 

 

参与研讨人员：罗承选、李公羽、释崇谛、史修永、李素琴、褚慕涵、王成军、

林红岭、邓建新、周燕青、韩盛山、田传继、渠敬真、苏化民、程建安、戴路、张静 

 

 

第三大组：发言 23 人，参与研讨 18 人  地点：图书馆学术沙龙室 

 

组长：李景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负责汇报本组研

讨情况 

喻世华（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上半场 13 人发言，李景新主持，喻世华监督发言时间，每人限定 6 分钟 

时间：6 月 19 日（周六）14:00—15:30 

01.徐  鸿：苏轼“赤壁诗文”的“三我”精神结构探析 

02.张培婧：苏轼词中的时间意识与词境拓展 

03.颜正源：苏东坡的隐逸情怀 

04.喻世华：苏轼与润州相关的几则尺牍辨证 

05.梁志方：从《石钟山记》看苏轼的思想特质 

06.乔璐璐：苏轼“记”、“赋”体文的艺术特色比较论 

07.张  钊：为君之道——苏轼三国诸侯论探微 

08.刘祖豪：苏轼的阮籍论 

09.王金伟：苏轼之情志及密州出猎词创作动因蠡测 

10.马银华：苏轼济南赋咏活动考述 

11.易集明：苏轼、苏辙笔下的高安 

12.乔建功：读《东坡先生墓志铭》札记 

茶 歇：15:30—15:45 

下半场 11 人发言，喻世华主持，李景新监督发言时间，每人限定 6 分钟 

时间：6 月 19 日（周六）15:45—17:00 

13.李景新：东坡六题 

14.宋明刚：浅谈苏轼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暨启示 

15.李维维：论东坡笠屐图像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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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叶升平：从苏轼《石炭》到东坡《佛福寿图》铸雕实践与文创作品 

17.余  彦：苏轼与《枯木竹石图》浅析 

18.郭世轩：“无意于佳乃佳”：论苏轼的人生境界与审美张力 

19.王继权：从汴京到黄州路上 

20.张翠爱：论苏轼对婉约词的继承与开拓 

21.王园园：论荆楚文化与苏轼的关系 

22.李金坤：端午诗词东坡情 

23.谢可人：苏轼徐州时期书法活动研究 

 

参与研讨人员：陈才智、向丽妃、方跃平、段鑫星、周凌云、邓心强、李贞、李

俊标、王立增、徐立业、赵世平、苏东、索青、苏梦熊、刘天阁、苏肇平、孙金荣、张  

颀 
 

第四大组：发言 24 人，参与研讨 15 人  地点：图书馆知学讲堂 

 

组长：周奎生（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负责汇报本组研讨情况 

彭  桐（海南省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   

上半场 13 人发言，周奎生主持，彭桐监督发言时间，每人限定 6 分钟 

时间：6 月 19 日（周六）14:00—15:30 

 

01.涂普生：且说苏东坡的“人生三狂” 

02.张建功：“世遗”视域下苏轼遗址遗迹地专名词语文化 

03.明  智：欧苏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使命——以颍州为例 

04.彭  桐：苏东坡谪贬儋州登琼点刍议 

05.李登年：苏东坡诗词中的海州味道 

06.张梦雨：苏轼形象别考 

07.高春林：诗僧参寥子与苏东坡葬郏 

08.姜  伦：范滂——苏轼儿时的榜样 

09.王维玉：王尚絅“左苏右程”观考辨 

10.韩  凯：苏轼诗作中的“江湖”书写 

11.胡  燕：简论东坡文化与黄州旅游 

12.李如冰：苏杜四世交游考 

13.仲  恒：论胡铨对苏轼的接受 

茶 歇：15:30—15:45 

下半场 11 人发言，彭桐主持，周奎生监督发言时间，每人限定 6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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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6 月 19 日（周六）15:45—17:00 

 

14.潘殊闲：我欲醉眠芳草：苏轼与酒的不了情 

15.周奎生：论苏轼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主张与实践 

16.高云鹏：诗歌范式与生命格调的确立——苏轼诗歌批评的双重意义 

17.由兴波：论苏轼“自成一家”的文艺思想 

18.沈广斌：论苏轼诗歌的写物之功 

19.蓝士英：苏轼“岛瘦”论摭谈 

20.闫续瑞：论苏轼、黄庭坚诗歌用典中的文学思想 

21.彭文良：苏诗对王安石变法的正面回应 

22.龙飞宇：陈师道与秦观徐州集会交游考 

23.张建伟 南雅琼：东坡词与魏晋风度 

24.任  正： 文化产业视域下徐州苏轼文化资源的多维价值与开发路径研究 

 

参与研讨人员：宋善岭、明媚、南雅琼、徐培富、文艳蓉、孟宪浦、苏文、苏化

友、于克南、柳振君、李碧晗、孔伯祥、苏巍巍、林欢、苏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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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艺演出与大会总结  

 

地点：中国矿大图书馆会议厅 

时间：6 月 19 日 17 时 10 分 

主持人：中国矿大人文与艺术学院院长史修永 

1.观看中国矿大人文与艺术学院师生演唱苏轼诗词（20分钟） 

2.四个分组研讨组组长汇报各组研讨情况 

3.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魏新建作总结发言 

4.中国矿大党委副书记兼苏轼研究院副院长蔡世华讲话 

5.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潘殊闲讲话。 

18:45 乘车返回开元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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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考察苏轼遗迹景点安排  

 

苏轼任职徐州，虽然只有两年，但他以民为本，敢于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并以其生花妙笔，对古彭的山水人事进行描述，留下了 365 篇诗词文赋与诸多文化遗迹。

其中著名景点有黄楼、燕子楼、快哉亭、黄茅冈、放鹤亭、饮鹤泉、杏花村、云龙湖、

苏公塔、苏堤、戏马台、百步洪、苏公岛、苏轼纪念馆等。以云龙山、云龙湖为中心的

风景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苏轼文化游览区。因时间有限，本次会议只能安排考察三处

苏轼遗迹景点。  

时间安排：6 月 20 日 7:30——12:30 

考察苏轼遗迹与路线： 

第一处：故黄河、黄楼、接官码头 

上午 7:30，分乘 7 辆中巴，从开元名都出发，顺时针行进，沿湖北路向东走，到

二环西路向北走，到黄河南路向东走，在车上参观市区和故黄河风光，到黄楼公园下车，

考察黄楼、镇河铁牛、北宋接官码头、苏公行迹壁画。 

第二处：云龙山、黄茅冈、东坡石床、放鹤亭、饮鹤泉 

从黄楼公园出来后，沿中山路南行，穿过市区，转和平路，从云龙山东侧观光路

乘车上山，在观景台停车场下车。参观人员登上观景台，居高临下，饱览云龙湖与徐州

风光。乘车下山，参观放鹤亭、饮鹤泉。步行下山，考察东坡石床、云龙书院、黄茅冈。

而后共同回到云龙书院西侧停车场。 

第三处：南湖水街、苏公岛、苏轼纪念馆 

从云龙山西侧停车场上车，沿湖东路南行，转小南湖南侧景观路，到苏公桥停车

场下车。车辆向东绕行至南湖水街停车场等候。考察人员步行从苏公桥进入苏公岛，参

观苏轼纪念馆。而后步行从苏公岛北侧栈桥进入南湖水街，边走边看，在南湖水街停车

场上车，向西行进，转珠山东路，玉带路、湖西路绕行，沿途参观云龙湖西湖风光，返

回开元名都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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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考察苏轼遗迹景点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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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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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简介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其前身为创建于 1985 年的社会科学系；2000 年，

学校成立文学与法政学院；2020 年 3 月，学校组建人文与艺术学院，是集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重点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之一。学院

以实现“人文高地、艺术殿堂”为目标，力争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内涵充实，在中国语

言文学、法学、新闻与音乐美术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美育中

心挂靠该学院。现有教职工 78 人，其中专任教师 66人，教授 10人，副教授 27 人。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8 人。1人获得学校“攀登学者”称号。近 5 年来，教师出版专著、

教材 30 余部，在国家高水平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

15项。学院有各类研究生 200 余人、本科生（含留学生）1000 余人。 

学院横跨文学、艺术学、法学三个学科门类，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法

律硕士（JM）、音乐和美术硕士（MFA）3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下设中国语言文学系、广

播电视学系、法学系、音乐系、美术系 5 个系，设有汉语言文学、广播电视学、法学、

音乐学 4 个本科专业；拥有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挂靠）、中国煤矿文学与工业文

化研究中心、中国安全生产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经济法学研究

所、《红楼梦》研究所、音乐文化研究所等科研平台，以及大学语文教研中心和实验教

学中心。 

学院具有优越的教学、科研条件及优良的育人传统和学习氛围，建有语言认知实验

室、影视编辑室、模拟法庭、虚拟演播室、MIDI 作曲实验室、录音棚、舞蹈房、视听

室、音乐厅等实习实验场所。大学生社团及课外科技、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大学生法律

援助中心和广播剧社先后多次荣获江苏省高校“双十佳”社团称号；近 100 项校园科技

文化成果及社会实践活动受到省部级表彰和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