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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成果一览表（2012 年 1月至2013 年 6月）

序号 作者 论文篇名 期刊/报纸 期号 影响因子

1 靳环宇

周秋光

《施善昌与晚清义赈》 《福建师范大学学

报》

2012 年

第 1期
CSSCI

2 蔡勤禹

姜远凯

《山东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及

启示》

《东方论坛》 2012 年

第 1期
3 曾桂林 《伊斯兰教慈善思想探析》 《宁夏社会科学》 2012 年

第 2期
CSSCI

4 周秋光

贺永田
《李金镛与晚清义赈》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

2012年
第 3 期

CSSCI

5 王文涛 《论汉代的社会保障》

《苏州大学学报》（哲

社版）

2012 年

第 4 期

《新华文摘》

2012 年第 19
期详摘

6 张文 《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以<救荒活民书>为中心》

7 王卫平 《丘浚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以<大学衍义>为中心的考察》

8 王卫平 《朱元璋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社科版）

2012 年

第 4 期

CSSCI

9 王卫平 《明代吕坤的社会保障思想

——明清慈善家系谱研究》

《学习与探索》 2012 年

第 7 期

CSSCI

10101010专栏主持：

周秋光

特稿《中国慈善发展的战略思

考：历史与现实》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

2013 年

第 1 期

11 王振耀 《慈善的社会功能分析》 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社会保障

制度》 2013 年

第 5期观点详摘

12 金锦萍 《慈善立法的基本问题》 CSSCI

13 严昌洪 《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演进及

关键问题》

CSSCI

14 刘继同 《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定位与

慈善体系的社会结构功能》
CSSCI

15 黄震 《艰难的突围：信用危机中的中

国慈善事业》

CSSCI

16 任云兰 《近代中国慈善事业中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

CSSCI

17 朱英 《近代中国商人与慈善公益事

业的发展》

CSSCI

18 蔡勤禹 《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CSSCI

19 陶水木 《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 CSSCI

20 虞和平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CSSCI

21 王先明 《近代城市公墓制度建构中的

慈善团体》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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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允晨 《美国慈善发展对我国当代慈

善发展的的借鉴与启示》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

2013 年

第 1 期

CSSCI

23 蔡勤禹

姜远凯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

设初探》

《历史教学》 2012 年

第18期
CSSCI

24 靳环宇 《腾讯的“慈善模式”》 《企业管理》 2012 年

第 5期
25 周秋光 《如何为宗教慈善进行历史角

色定位》

《社会创业家》 2012 年

第 6期

26 周秋光 《中国宗教与慈善的历史发展》 《善行天下》 2012 年

第 5期

27 靳环宇 《论慈善事业对收入分配关系

的调整》

《求索》 2012 年

第 9期
CSSCI

28 向常水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

救济的“四不足”》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2 年

第 4期

29 蔡勤禹 《社会转型时期慈善组织公信

力建设探析》

《江苏大学学报》 2013 年

第 1 期

30 周秋光 《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史学月刊》 2013 年

第 3期

《新华文摘》

2012 年第 11

期详摘

31 曾桂林 《民国时期的慈善法制建设及

其经验教训》

32 郭常英 《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

33 王文涛 《先秦至南北朝慈善救助的特

点与发展》

《史学月刊》

2013 年

第 3期

CSSCI

34 王卫平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

型及其启示》

CSSCI

35 卢德之

《现代慈善的新主角该何去何

从——中国家族基金会发展的

困境与突围》
CSSCI

36 王振耀 《如何突破行善理念的封锁线》 CSSCI

37 周秋光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

干问题辨析》

《齐鲁学刊》 2013 年

第 1期

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社会保障

制度》 2013 年

第 6期全文转载

38 曾桂林 《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

变与慈善立法》

《安徽史学》 2013 年

第 1期

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中国现代

史》2013年 第

5期全文转载

39 曾桂林 《试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

善事业》

《世界宗教研究》 2013 年

第 2期

CSSCI

40 曾桂林 《辛亥武昌首义与两湖地区红

十字运动的兴起》

《中州学刊》 2013 年

第 3期

CSSCI

41 靳环宇 《慈善事业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3 年

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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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王洪兵 《清代京师流民问题与社会控

制》

《北方论丛》 2013 年

第 2期

43 王洪兵 《清代京师粥厂与贫民救助》 《东岳论丛》 2013 年

第 5期
CSSCI

44 周秋光

张少利

《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略论》 圣辉法师主编《佛慈祖德茶道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上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 年版。

45 周秋光

马少珍

《当代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

度建设中的人力资源问题研究》

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人力资源评论》2012年第 1

期（总第 2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版，P5-14。

46 周秋光

徐璐等

《提高我国慈善公益组织公信

力对策研究》 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人力资源评论》2012

年第 1期（总第 2 期），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2年 11月出版。

47 周秋光

童瑞荣

马少珍

《当前我国慈善公益组织信息

公开化建设研究》

48 曾桂林 《辛亥革命与两湖地区红十字

会的战地救护》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1月版。

49 周秋光 《宗教与慈善史发展关联探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 3

月 1日

50 周秋光

曾桂林

《中国历史上的儿童救助制度

与实践》

《中国社会报》 2013年 1

月 25日

51 周秋光 《周秋光：企业慈善需统筹营利

与公益》（采访对话，记者：马

广志）

《华夏时报》 2013 年

2 月 21

日20版

52

栏目主持：

周秋光

《中国慈善史话》专栏连载系列

文章（已刊 25篇）

1）慈源善本

2）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3）佛教文化与慈善思想

4）道家道家文化与慈善思想渊源

5）范蠡：中华慈善第一人

6-7）古代社会的慈善行政与法令

8）西汉慈善家卜式

9）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慈善

10）隋唐五代社邑的慈善互助

11）北朝善人李士谦

12）隋唐时期义仓的慈善救济

13）唐代的悲田养病坊

14）北宋福田院的慈善救济

《中国社会报》 2012年9月至 2013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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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代官办慈善机构：居养院

16）宋代的慈幼事业

17）宋元时期惠民药局的慈善救治

18）刘宰金坛赈饥

19）富弼青州赈济

20）《太上感应篇》刊行与流布

21）金代的慈善救济事业

22）明代的养济院

23）清代的慈善救助机构：普济堂

24）惜字会：清代的另类慈善

25）清代的育婴堂

★2. 课题阶段性成果观点摘编

（1）2012年 3 月，蔡勤禹、姜远凯发表《山东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及启示蔡勤禹、姜远凯发表《山东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及启示蔡勤禹、姜远凯发表《山东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及启示蔡勤禹、姜远凯发表《山东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及启示》》》》（（（（《《《《东方论坛东方论坛东方论坛东方论坛》》》》

201220122012201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1111 期期期期）））），探讨了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历史，指出山东红十字会自 1904 年成立以来，历经了

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战争硝烟和政治动荡，始终秉

承人道主义精神，历经百年而不衰，在 21世纪焕发出更大生机，成为山东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

量。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历史表明，作为一个人道主义团体，要坚守“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获得公众的参与和认同，加强和完善自身能力，才能够良好地运营，获得

较好的社会评价。

（2）2012年 7 月，王文涛发表《论汉代的社会保障王文涛发表《论汉代的社会保障王文涛发表《论汉代的社会保障王文涛发表《论汉代的社会保障》》》》（（（（《《《《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201220122012201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444 期期期期）））），

指出汉代社会保障内容丰富，以民为本是汉代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汉代社会救济思想包括贫困

救济和灾后补救两部分，可以细分为养恤、安辑、赈济、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学说。仓储后备说

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荒、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思想。“调均”思想包括贫富有差和

贫富有度两个方面，立论重点是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只有解决好民生问题，民众才会听命于君主。

早期佛教和道教中的慈善思想初具雏形，开后世宗教慈善之先河。民本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保障思

想与专制统治共存，属于专制思想范畴。

（3） 2012 年 7月，张文发表《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研究张文发表《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研究张文发表《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研究张文发表《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 ——* ——* ——以以以以<<<<救荒活民书救荒活民书救荒活民书救荒活民书>>>>为中心为中心为中心为中心》》》》

（（（（《《《《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201220122012201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4444 期期期期））））。该文指出：两宋时期，由于救济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使得

乡村社会保障存在许多困难。为此，董煟提出了许多富于建设性的思路，包括在乡村设仓，以解

决运输问题；加强管理，以杜绝里正舞弊问题；市场导向，以发挥经济规律平抑粮价的作用。总

体而言，以董煟《救荒活民书》为代表的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

乡村社会保障对农民的救济，确保乡村社会稳定与农业生产延续；二是通过劝分等方式，动员民

间力量参与乡村社会保障，以补充政府保障的不足；三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不抑价、禁

遏籴，使粮价在不使用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保持平稳。尽管宋朝乡村社会保障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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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董煟《救荒活民书》中提出的解决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路，以及所反映出的对乡村社会保障

问题的重视，对此后元明清三代乡村社会保障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4）2012 年 7月，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丘浚社会保障思想研究丘浚社会保障思想研究丘浚社会保障思想研究丘浚社会保障思想研究————————以以以以<<<<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为中心的考察为中心的考察为中心的考察》》》》

（（（（《《《《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201220122012201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444 期期期期）））），认为明代丘浚在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丰富的社会

保障思想主张，包括重视农桑、藏富于民，轻徭薄赋、宽恤民力，收养穷民、尤重鳏寡，虑荒防

灾、计于平时等，尤为强调政府救灾济民的责任。其社会保障思想表现出继承与创新并存、具有

现实针对性的特点。

（5）2012年 7 月，王卫平发表《朱元璋的社会保障思想王卫平发表《朱元璋的社会保障思想王卫平发表《朱元璋的社会保障思想王卫平发表《朱元璋的社会保障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4444 期期期期）））），认为明太祖朱元璋是历代封建帝王中对社会保障问题最为重视的，在他统治时期十分关

心民生，重视社会保障，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施，涉及灾荒救助、救济鳏寡孤独、

养老、优抚优恤等方面。究其因，除了受到传统民本思想影响外，与他注重吸取历朝历代的统治

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他出身贫苦以及早年复杂的人生经历有关。朱元璋的社会保障思想表现出较

为全面系统、实践性强等特点。

（6）2012年 7月，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明代吕坤的社会保障思想明代吕坤的社会保障思想明代吕坤的社会保障思想明代吕坤的社会保障思想————————明清江南地区慈善家系谱研明清江南地区慈善家系谱研明清江南地区慈善家系谱研明清江南地区慈善家系谱研

究究究究》》》》（（（（《《《《学习与探索》学习与探索》学习与探索》学习与探索》201220122012201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7777期期期期）））），认为吕坤是晚明政坛、学界颇有个性、独具特色的历史人

物。在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吕坤关注社会问题，时刻以民生为念，他在备荒救灾、救助

弱势群体、优抚军士等社会保障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践。其社会

保障思想的丰富全面、先进合理乃至影响，均有超越前人之处，在慈善发展及社会保障思想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7） 2012 年 8 月，曾桂林发表《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曾桂林发表《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曾桂林发表《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曾桂林发表《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北京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201201201201222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4444 期期期期）））），探讨了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指出其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

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

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它还

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

（8）2012年 9月，蔡勤禹蔡勤禹蔡勤禹蔡勤禹、、、、姜远凯发表姜远凯发表姜远凯发表姜远凯发表《《《《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初探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初探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初探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初探》》》》（（（（《《《《历史教学历史教学历史教学历史教学》》》》

201220122012201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18181818期期期期）））），探讨了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在公信力建设方面的有益做法。文章指出，民国时期，

慈善事业获得较快发展，除了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因素推动外，离不开慈善组织的制度化

和规范化建设，这是慈善组织公信力来源的重要保证。民国慈善组织通过建立制衡型组织结构，

实行征信制度和慈善会计制度，自觉履行慈善自律规则，接受政府、法律和审计监督，来取信于

民，为组织发展赢得社会支持。民国慈善组织建设的有益经验，有助于当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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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3年 1 月，周秋光发表《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辨析周秋光发表《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辨析周秋光发表《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辨析周秋光发表《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辨析》》》》（（（（《《《《齐鲁学刊齐鲁学刊齐鲁学刊齐鲁学刊》》》》

201320132013201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1111 期期期期》》》》）））），指出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其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

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

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

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

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

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

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

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

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 非政府化) 、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

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

（10）2013年 1 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20132013201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1111 期以大篇幅刊发课题组首席期以大篇幅刊发课题组首席期以大篇幅刊发课题组首席期以大篇幅刊发课题组首席

专家周秋光教授主持的专栏特稿《中国慈善发展的战略思考：历史与现实专家周秋光教授主持的专栏特稿《中国慈善发展的战略思考：历史与现实专家周秋光教授主持的专栏特稿《中国慈善发展的战略思考：历史与现实专家周秋光教授主持的专栏特稿《中国慈善发展的战略思考：历史与现实》》》》。该特稿由课题组成

员及特邀嘉宾撰写的 12 篇文章组成，系去年 8月课题组在长沙召开的“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

与现实思考”学术会议成果的集中展示。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四大块，即慈善理论问题研

究、慈善发展历史研究、国外慈善经验介绍以及慈善史研究动态，它将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

抛砖引玉的作用。

（11）2013 年 1月，蔡勤禹发表《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探析蔡勤禹发表《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探析蔡勤禹发表《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探析蔡勤禹发表《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探析》》》》（（（（《《《《江苏大学学报江苏大学学报江苏大学学报江苏大学学报》》》》

201320132013201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11期期期期）））），认为慈善组织的民间属性决定了其公信力来自于民众的信任。然而，中国慈善

组织的公信力在较长时间里较低。目前，慈善组织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透明度，建立严格的

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实行全方位监督，提高从业者的职业素养，才能扭转慈善组织的低信任度。

（12）2013 年 1 月，曾桂林发表《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变与慈善立法曾桂林发表《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变与慈善立法曾桂林发表《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变与慈善立法曾桂林发表《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变与慈善立法》》》》（（（（《《《《安徽史学安徽史学安徽史学安徽史学》》》》

201320132013201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11期期期期）））），认为民国时期是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政权的确立

与巩固，民国政府也逐步建立起具有近代意义的慈善行政管理体制，并由此推动了慈善立法工作

的展开，渐次颁行了一系列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总的来说，民国慈善立法取得了一定成效，

其法规内容已基本涵括慈善组织监管、慈善捐赠褒奖与税收减免等三个方面，体系较为完备。

（13）2013 年 3月，曾桂林发表曾桂林发表曾桂林发表曾桂林发表《《《《试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试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试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试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01201201333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2222 期期期期）））），该文指出，近代中国穆斯林遵循伊斯兰教“信道而行善”的教义，积极开展兴学襄教、

济贫助困、赈灾纾难、施医给药等方面的慈善活动，而教派门宦制度的形成也与中国伊斯兰教慈

善事业的兴起密切关联。这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强了各穆斯林民族的凝聚力，

维护了穆斯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变迁。由于近代中国伊斯兰慈

善事业的善款主要源于天课及穆斯林乐捐，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均衡，其社会影响仍较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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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3 年 3 月，周秋光发表《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史学月刊》2013年第 3

期），回顾了中国慈善发展的历程，指出中国古代慈善有三大特征：即慈善的根深深扎在中国传统

文化的土壤里；古代的慈善救助是以政府为主体来承担的，民间慈善起辅助和补充作用；古代慈

善的救助方式以养济为主，属于消极的救济，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及至鸦片战争以后，传

统慈善出现了近代转型，民间性是其最突出的标志。但在建国后 30年慈善理念被淡化，慈善文化

出现断层，直到 1994年才复兴。基于历史的经验借鉴与启示，该文提出了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战

略目标、路径选择，并对其进行了合理定位。

（15）2013 年 3月，曾桂林发表曾桂林发表曾桂林发表曾桂林发表《《《《民国时期的慈善法制建设及其经验教训民国时期的慈善法制建设及其经验教训民国时期的慈善法制建设及其经验教训民国时期的慈善法制建设及其经验教训》》》》（（（（《《《《史学月刊史学月刊史学月刊史学月刊》》》》201201201201333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3333 期期期期）））），简要地考察了民国慈善法制建设的内容，概括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继受与移植的

兼容；鼓励与控制并行；并指出它对民国慈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民国慈善法制建设的历史

经验在于：以慈善立法为动力，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重视地方慈善立法；妥善处理法律

移植与法律继承的关系，注重立法与执法双管齐下。

（16）2013年 3月，郭常英发表郭常英发表郭常英发表郭常英发表《《《《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史学月刊史学月刊史学月刊史学月刊》》》》201320132013201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3333 期期期期）））），，，，

分析了近代社会演艺市场的成因及其特点，指出演艺人参与慈善救助在服务社会中发展自己，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与良好契机，展示出新的形象，实现人格形象嬗变。同时也有助于出现一种与社

会的良性互动作用。

（17）2013 年 3 月，王文涛发表王文涛发表王文涛发表王文涛发表《《《《先秦至南北朝慈善救助的特点与发展先秦至南北朝慈善救助的特点与发展先秦至南北朝慈善救助的特点与发展先秦至南北朝慈善救助的特点与发展》》》》（（（（《《《《史学月刊史学月刊史学月刊史学月刊》》》》201201201201333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3333 期期期期）））），，，，首先分析指出，中华慈善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先秦诸子的慈善思想，尤以孔孟、《周礼》

及管仲的慈善救助思想为主，汉代以后则形成以儒家为主流，佛、道为支脉的慈善思想。这些慈

善思想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赈灾济贫、丧葬救助、妇孺

救恤等宗族村社内部的救助；宗族互助在汉代得到传承与发扬，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慈善成为

最主要的慈善活动。

（18） 2013年 3 月，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王卫平发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史学月刊史学月刊史学月刊史学月刊》》》》

201320132013201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333期期期期）））），指出，随着晚清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国人开始认识和反思传统

慈善事业的不足，并提出变革的主张，使得慈善事业出现了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这种转型包括

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观念方面，主要是近代慈善救助理念的重大变化，即“教养并重”或“教养兼

施”思潮的兴起；实践方面，一是表现为传统慈善事业的内涵不断丰富，慈善机构的功能有了新的

发展，二是涌现出许多新型慈善机构，如因利局、济良所等。

★3. 项目研究与学术交流短讯集萃

2012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课题组在首席专家周秋光教授的主持

下，课题组其他成员积极参与项目研究，出席一系列学术会议，进行了有关慈善方面的学术活动。

（2012年 6月以前相关活动详见《工作简报》2012 年第 1 期[总第 2期]）。本期主要报道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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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后的相关学术活动。

（1） 2012 年 8月 10 日，《中国慈善通史》课题组联合长沙慈善会在长沙召开“中国慈善

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此次论坛由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具体承办。

来自全国 13 所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多个慈善公益组织近百人参加论坛。这是

近年来我国慈善业界规模大、层次高的一次学术盛会，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及业界专家的高度

关注与积极参与。

（2） 2012年 9月 22-23日，课题组首席专家周秋光教授应邀参加由河仁慈善基金会、上海

增爱基金会、南京大学、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慈善总会主办，中共南京市委社会建设工作委员

会、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公益事业发展高层论坛”（江苏·南京大学），

撰写《中囯当代慈善发展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一文在会上宣读并入选会议所编论文集。

（3） 2012 年 10月 29 日至 11月 1 日，课题组首席专家周秋光教授应邀参加由由中国经济

伦理学会、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上海师范大学慈善与志愿服务中心协办，在湖南吉首大学举行的“差异•慈善•和谐——

经济伦理文化高端学术论坛”， 所撰论文《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在大会宣读

并被《齐鲁学刊》选用。

（4） 2012年 12月 8-10日，课题组成员曾桂林副教授应邀参加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百年慈善与历史转型——2012年全民公益慈善思想

峰会”国际学术会议（广东中山），提交并宣读论文《慈航普度：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论纲》。

（5） 2013年 2月 24-25日，课题组首席专家周秋光教授应邀参加由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主

办，中山市社科联承办的“慈善文化与全民修身”理论座谈会，作题为《中山市“慈善文化与全

民修身”的思考与建议》的发言与访谈。

（6） 2013年 6月 4日-5 日，课题组首席专家周秋光教授应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新财富

夜谈》电视节目栏目的邀请，赴沪录制电视访谈节目，访谈主题为“中国的慈善事业”，主持人叶

檀，访谈共三位嘉宾：湖南师范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周秋光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慈

善通史》首席专家、负责人）、中国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肖君隆、壹基金会秘书长杨鹏。

（7） 2013年 7月 4日，课题组首席专家周秋光教授应邀参加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的湖南省

慈善联合会发起人座谈会。

（8） 2013年 1月 30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公示 2013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评审结果，主持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由天津古簎出版公司申报，已获评审通过，列入

出版资助名单（历史类 3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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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3 年 6 月 13 日，南通市民政局负责人专程来长沙，委托湖南师范大学公益慈善研

究中心研究团队（即课题组主要成员）撰写《中华慈善博物馆内容文本》。

《中国慈善通史》项目研究工作简报（总第 4期）

报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抄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项目首席专家、

子课题负责人、课题组成员、项目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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