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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
漓院政科研〔2017〕2号

关于成立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漓江文化研究院的通知

各系（部），各部门：

为进一步强化和落实我校“立足桂林，融入广西，面向全国，

辐射东盟”的办学服务面向定位，经研究，决定成立广西师范大学

漓江学院漓江文化研究院，作为直属学校的非实体研究机构。

特此通知

附件：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漓江文化研究院建设方案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7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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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市政协、广西民办教育协会

抄送：桂林市文化局、桂林市雁山区政府、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17年 5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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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漓江文化研究院建设方案

一、概念与内涵

漓江文化是一种以漓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

优势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归趋性的文化体

系，是漓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和集聚。从其生存空

间来说，除传统所谓的漓江流域以兴安县灵渠口为起点、平乐县

三江口为终点，包括桂林市象山区、秀峰区、七星区、叠彩区、

雁山区、临桂区以及兴安县、灵川县、永福县、阳朔县、平乐县

等六区五县外，还包括全州县、灌阳县、资源县、恭城县、荔浦

县、龙胜县等六县，这不仅因为这些区（县）通过两条古运河

——灵渠（沟通珠江水系的漓江和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相思埭（沟

通同属于珠江水系的漓江和柳江）而与漓江的干流或支流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文化上同属于广西桂北文化体系。因此，

可以说，漓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

体。

二、理念与宗旨

（一）立足漓江，体现特色：笃定的学术追求

漓江文化研究院地处雁山脚下、漓江之滨，立足地方、体现

特色是我们笃定的学术追求。自古以来，漓江流域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人文气韵绵绵悠长。然学术精进，应擅其长，研究院得

地利之便，当以漓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开发、漓江流域历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4%E5%AE%89%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B5%E6%B8%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3%E4%B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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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及其开发、漓江流域旅游文化及旅游资源开发、漓江流域

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漓江流域山水文化及景观建设、漓江

流域企业文化与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漓江流域文化的交叉学科及

跨学科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整合与漓江文化对外传播等为研究重

心。

（二）科研强校，服务桂林：天然的学术使命

漓江文化研究院的全部工作均以引领学术、多出高品质学术

成果为第一要义。不宁唯是，研究院还倡导一种追求学术、献身

学术的文化理想，成为塑造大学人文的核心力量。如果说经世致

用曾是古代士人怀抱的宏愿，那么以学术服务社会则是现代知识

人的应有义务。研究漓江文化，不是为了猎奇或者凭吊，而是要

努力“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经过创意，

转化为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让往日的清泉滋养今天的幸福之

花。

（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应有的学术胸襟

漓江流域曾是广西的政治、文化中心，漓江流域人具有勇于

进取的开拓精神和沟通中外的世界视野——这些优秀传统实际

上构成了漓江文化固有的特质，至今仍清晰可辨。漓江文化研究

院将秉承这种传统，真诚欢迎广西区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创新团

队等方式参与进来，通过开放的运作模式，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开放、包容的科研机构。苟如此，研究院的

成就和影响岂止限于漓江流域……将来，她或许成为一段被铭记

的漓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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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与任务

（一）开展漓江特色文化研究：领域和范围

漓江文化研究院以漓江流域自然、地理、历史人文为研究对

象，致力将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社会学、民族学、地

理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及交叉学科理论

与方法运用于漓江流域文化研究，重点关注以下领域和范围（标

注▲者为重中之重）：

▲1.漓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创作、音乐歌舞、

戏剧曲艺、竞技赛巧、美术雕刻、陶瓷漆器、医药保健、方言民

俗等）及其开发研究；

2.漓江流域历史文化及其开发研究；

▲3.漓江流域旅游文化及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4.漓江流域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5.漓江流域山水文化及景观建设研究；

6.漓江流域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公共文化建设研究；

7.漓江流域文化的交叉学科及跨学科研究；

▲8.中外文化交流整合与漓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二）编辑出版《漓江论丛》（以书代刊）：稿约启事

《漓江论坛》由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合办，以书代刊，每年出版 1-2辑。该刊以漓江流域自然、地

理、历史人文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广

纳广西乃至全国各地精华，兼顾传统和现代，注重学术性、前沿

性，力倡思想自由和学理阐发，既重视理论，又强调实证，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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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创新和拓展。关注的研究领域有：漓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开发、漓江流域历史文化及其开发、漓江流域旅游文化及

旅游资源开发、漓江流域文化及景观建设、漓江流域企业文化建

设、中外文化交流整合与漓江文化对外传播、交叉学科及跨学科

等。另辟有专题笔谈、学术争鸣、学术之窗、硕博论坛、雁山书

评等栏目。

《漓江论坛》投稿须知：

1.投稿时请将稿件电子版（以WORD形式）发送至本刊投稿

邮箱，在稿件中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单位、电话、电子邮箱、样

刊投递地址和邮政编码，如需署笔名请注明；并提供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参考文献等内容，具体规范要求如下：

（1）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月－ ）、性别、民族（汉

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及研究方向（任选）。

（2）中文摘要：篇幅为 100～300字。

（3）关键词：每篇文章可选 3～5个。

（4）参考文献：

①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

题名.出版社（或学位授予单位）：初版地，初版年.起止页码；

②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

③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初版日期

（版次）；

④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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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2.切勿一稿多投。稿件一经发表，即付稿酬。作者著作权使

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

3.本刊以电子邮件方式接受投稿，同时以电子邮件方式将处

理结果告诉作者，请及时查收电子邮箱。对未采用稿件均不退原

稿，请作者自留底稿；对采用的稿件，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

将作必要的修改、删节或摘编，如不同意请说明。

4.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自愿接受上述约定。

（三）建设漓江文化陈列室（博物馆）：中长期目标

四、管理与运行

漓江文化研究院是以漓江流域文化研究领域一些重大理论、

实际问题为依托，以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为核心，

以系列重大研究课题为纽带，跨学科、跨单位研究的开放式研究

机构。

（一）组织机构

设立漓江文化研究院理事会，作为研究院建设实施的领导机

构，负责审定研究院建设规划、学术委员会专家人选、研究项目

和成果出版。

（二）运行管理

研究院实行开放的运作模式，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1.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2.建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审议研

究院建设方案、研究选题，指导研究院建设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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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建高效精干、动态开放的研究院研究人才梯队，以前期

成果、在研课题、项目等为依据，由各创新团队负责人牵头推荐

梯队成员，经研究院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讨论，确认各创新团队

核心成员和综合人才梯队。

4.每年确立的研究课题向社会公开招标。研究院配备有精干、

高效的专门管理人员，负责落实《漓江文化研究简报》《研究院

运行年度报告》制度。

5.建立独立的、并向相关研究人员开放的资料室；编辑出版

“以书代刊”的学术辑刊《漓江论坛》，每年出版 1-2 辑；创办研

究院官网“漓江文化网”。

6.建立完备的科研档案管理制度。

（三）经费保障

1.研究院常规经费主要由学校预算解决。主要用于：

（1）项目立项研究；

（2）成果（含《漓江论坛》学术辑刊）出版；

（3）举办或参加学术活动、学术会议；

（4）管理费（含人员培训费）。

2.研究院争取到的政府资助、社会赞助及其他项目经费，将

根据具体项目用途实行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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