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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频率可调型宽带
微波吸收材料

高迁移率半导体
二维黑磷的发现

人类卵子及卵泡发育异常
相关疾病的遗传学研究

高性能海洋涂层材料设计
制备新技术及其应用

高可靠亿门级FPGA芯片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治
和创新型技术的应急应用

耐药菌感染治疗药物临床
评价体系及关键技术的

创建与应用

中国乳腺癌分子分型和
精准治疗的研究和成果推广

中国食管癌基因谱特征
和放化疗方案关键
技术创新与应用

新冠肺炎临床转归机制和
治疗策略的建立与应用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体系和危重症救治关键技术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
高效杂化构筑及其
协同吸附催化机制

功能超晶体材料的
设计合成及应用

新冠疫情数学建模、
反演和预测

氧化物阻变存储机理
与性能提升研究

量子磁性体系的
关联理论研究

基于微小RNA的表观
免疫调控机制研究

中风1-2-0-中风快速识别
和立刻行动之中国策略

新冠肺炎多模态精准影像
诊断和AI创新性研究与应用

心血管视角下新冠肺炎的
系统性防治策略

整建制援鄂医疗队科研
创新、人文建设和救治成效
——复旦中山管理模式

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儿童
养育和青少年健康行为干预

超声弹性成像相关技术
无创量化评估肝纤维化进程

的体系建立及推广应用

心房颤动规范化综合防治
策略的建立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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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利民

俞 军

张文宏

张 菁

邵志敏

赵快乐

卢洪洲

黄国英

刘天西

董安钢

程 晋

周 鹏

陈 钢

储以微

赵 静

施裕新

葛均波

朱畴文

蒋 泓

丁 红

朱文青

所在单位

附属中山医院

微电子学院

先进材料
实验室

物理学系

生物医学
研究院

材料科学系

微电子学院

附属华山医院

附属华山医院

附属肿瘤医院

附属肿瘤医院

附属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

附属儿科医院

高分子科学系

化学系

数学科学学院

微电子学院

物理学系

基础医学院

附属闵行医院

附属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

附属中山医院

附属中山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附属中山医院

附属中山医院

来源：科研院

今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诞辰110周年。重

温历史，致敬大师，感悟老一辈学人初心；展望前路，传承薪火，勇担新时代光荣使命。

他一生胸怀祖国九州山川、悠悠长水，勤勉治学、潜心育人，锲而不舍、终身以之，是现代中

国历史地理学最主要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公认为是新中国

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

他以文科教授身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教育史和复旦116

年的校史上，都留下了重要而光辉的一笔。

他是中国教育培养出的大师，也为新中国培养了诸多大师级人才。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山传世
他以文科教授的身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5 月 25 日，复旦大学举办

“锲而不舍 终身以之——谭其

骧院士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暨

文献展览”，深切缅怀这位中国

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传承其学

术报国的崇高精神，弘扬其为人

为学为师的高尚品格。这也是

复旦大学“致敬大师”系列活动

之一。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赵雯

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复旦大学党

委书记焦扬、上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徐炯、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

二级巡视员杨伟人在座谈会上

致辞。谭其骧先生哲嗣、著名青

铜学家谭德睿，谭其骧先生弟

子、中央文史馆馆员、复旦大学

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青年教师

黄学超在座谈会上发言。上海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沈

文忠，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组织部

部长李国娟，中国地图出版社副

董事长、总编辑徐根才，上海市

地理学会会长刘敏，复旦大学党

委副书记许征、副校长陈志敏及

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东元

等复旦师生，谭其骧先生家属、

弟子、生前友好和学界同仁共80

余人参加座谈会。

“116年来，正是因为有谭其

骧先生这样的名家大师辛勤耕

耘、行为世范，一代代接力相传，

才有了今日之复旦！”焦扬强调，

要从谭其骧先生的人生中汲取

精神力量、继续开拓前行，要学

习他胸怀“国之大者”，培育“大

格局”，把国家的事作为复旦的

事，把复旦的事做成国家的事；

要学习他追求卓越创一流，研究

“大学问”，为构建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要学习他立德树人守初心，成为

“大先生”，担负起传播知识、传

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

造生命、塑造新人的职责使命。

上世纪 30 年代，谭其骧先

生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共同

创办了被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地

理学开端的禹贡学会和《禹贡》

半月刊。此后数十年，他着力推

动历史地理从传统的沿革地理

发展成一门现代学科，为中国历

史地理学的科学化、体系化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启动

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

作。谭其骧先生成为这一国家

级学术工程的主持者，全国 200

多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

其中，前后耗时 30 多年，这部倾

注他半生心血的成果，至今仍是

我国内容最为详确的历史政区

地图集，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

最重大的两项成就之一。其主

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

地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

史地图集》等都是服务国家战略

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学科根基

的国家级工程。

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创

办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即后

来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为

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

时唯一一个历史地理专业。近

年来，史地所发展形势喜人，在

今年初公布的第八届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史

地所斩获包括两个一等奖在内

的四项奖项，发刊不到两年的

《历史地理研究》一举进入南大

C刊目录，标志着复旦历史地理

学科沿着谭其骧先生的道路，又

向前迈进一步。

“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

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这

种文章干什么？”这是谭其骧的

治学原则。

在葛剑雄看来，谭其骧先生

一辈子都在思考如何创新。早

在谭其骧求学时，他就与老师顾

颉刚先生就西汉十三部的问题

展开学术讨论，师生来往多封信

件，辨明真理，最终顾颉刚以宽

宏的胸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而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

神，被谭其骧传承下来。

葛剑雄读书期间，曾发现一

本内部刊物上关于历史大辞典

的条目信息不完整，谭其骧便鼓

励他在杂志上发表补充意见。

后来葛剑雄才知道，那个条目的

作者，正是谭先生自己。葛剑雄

记得：“先生一直说，我应该超越

清朝那些做历史地理的学者，比

如钱大昕、王国维。而你们应该

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

“谭其骧先生为历史地理学

创建了理论框架，解决了前人未

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对历史地

理学的贡献是开创性的。”葛剑

雄认为，历史地理学能够不断进

步，与先生的求真求实精神是分

不开的，“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不

是具体的学问，而是追求真理的

人格。”

先生早已远去，但他的治学

方法、研究精神，就像那悠悠长

水，丝丝浸润、润物无声，滋养着

一代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后

辈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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