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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专家简介 

徐珺，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新华文摘》、《外国语》、《外语界》、《中国翻译》、

《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转载论文 90篇（含合作发表）。出版专著、

译著、教材、辞书等 20部。主持完成各类研究课题 15项。 

主要学术职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审专家，对外经贸大学校级学术委员会

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学位委员会

委员，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篇分析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语言

学会常务理事，对外经贸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商务外语研究》执行主编、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方向和翻译学科带头人。 

 

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

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语》、《中国翻译》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6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教材、辞书等 20部。其中，《英语短篇小说教程》（2010）被评

为国家级精品教材，《美国文学大辞典》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主持国

家社科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1 项和省部级项目 5 项。参与 2 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撰

写。1997年被国务院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2年获得“中国外

语教学杰出贡献奖”、 201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现/曾任学术职务：教育部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

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突出贡献专

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担任《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名誉主编，《外国语》、《译

林》、《外语与翻译》、《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英语研究》等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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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概要 

《走进新时代之博士创新培养》       徐珺教授 

资料显示，1982 年 6 月我国进行了首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全国共有 12 人获得博士学位。

近 4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层次人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迈进了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的我国最高层次的人才——博士如何培养？是一个需

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从博士生肩负的使命、培养方案、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等方面阐

述了“走进新时代之博士创新培养”的若干问题。博士生应该爱国守法，德智体全面发展。

通过系统的、专业的培养，博士生具备扎实的相关理论与专业知识，通晓本学科研究的前沿

理论和最新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所在学科有全面系统的了解，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独

立的科研能力，遵守学术规范，能够从事该学科高层次理论研究和教学，勇于创新。博士生

的“创新思维、问题意识、开拓精神”，不可忽缺。简言之，新时代之博士创新培养应“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清•文康《儿女英雄传》），服务国家战略。 

 

《新历史主义和当代美国历史小说》   虞建华教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转向以来，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受到了越来越

广泛的关注，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而在创作层面，当代美国文坛出现大

量历史小说，对本国的各个历史片段进行小说化的再书写，力图通过虚构的美学再现重写、

补正或颠覆官方的宏大叙事。新历史主义观念显然影响了小说的“书写者意图”，而小说的

新历史主义解读，可以引向对作品“文外”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更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