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出版説明 员摇摇摇摇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出版説明

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聞一多、

梁實秋、楊振聲、老舍、沈從文、洪深等爲代表的著名作家、學者，在

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馮沅君、陸

侃如、高亨、蕭滌非、殷孟倫、殷焕先爲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

言文字學研究，以丁山、鄭鶴聲、黄雲眉、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

王仲犖、趙儷生爲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

地位推向巔峰。但是，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和國内其他重點高校

一樣，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鋭挑戰。如何重振昔日的

輝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

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

的增長點。

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所含

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史學理

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科技哲學、文藝學、民俗學、中國民間

文學等。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同時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知名

學者蔣維崧、王紹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爲各領域

的學科帶頭人。

興滅業、繼絶學、鑄新知，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重點扶持高

精尖科研項目，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是本院工作的重中之

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正是爲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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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叢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歡迎海

内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圆园园猿 年 员园 月

【附記】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在過去 员园 年中已陸續編輯

出版 缘 輯 员怨 種 圆愿 册，在海内外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圆园员圆 年

员 月，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圆园园圆 年成立）與山東大學儒學高

等研究院（圆园员园 年成立）、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圆园园缘 年成

立）、《文史哲》編輯部整合組建爲新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

院（“文史哲研究院”名稱同時使用），許嘉璐先生任院長，龐樸

先生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目前全院共有教職工 远缘 人，在讀碩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圆缘愿 人，另有尼山學堂古典實驗班本科生兩

届 源苑 人，在研博士後 圆猿 人，科研教學事業都有長足的發展。本

院一如既往，以中國古典學術爲主要研究範圍，其中尤以儒學研

究爲重點。鑒於新的格局，《專刊》名稱改爲《山東大學文史哲

研究專刊》，在前 缘 輯之後繼續編輯出版。歡迎海内外朋友提出

寶貴意見。

圆园员猿 年 员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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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摇 言
詹福瑞

摇 摇 圆园员猿 年 怨 月 员源 至 员缘 日，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第十二次年會

暨學會成立 猿园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歷史悠久的著名學府山東

大學召開。會議論文部分結集為此論文集，良德先生囑我寫序，我

把在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和會議總結整理了一下，聊充為序。

三十年前，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在山東青島成立，山東大學

是學會籌備基地，牟世金先生是五人籌備小組成員之一，為了籌備

會議，五次進京，為學會的成功申報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本次年

會和三十週年紀念活動選在山東大學舉行，具有特殊的意義。

三十年來，學會在歷届理事會的領導下，在全體會員的精誠合

作與支持下，在密切學術交流、加强學術合作、促進《文心雕龍》研

究的發展與進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龍》研究成為國

内傳統文化研究的顯學之一。

回顧三十年學會走過的路程，為我們留下了衆多的永遠值得

我們懷念的名家：周揚、張光年、王元化、楊明照、王達津、詹鍈、周

振甫、王利器、牟世金、蔡鍾翔、祖保泉等先生，永遠尊敬和感激的

徐中玉、張文勳、王運熙、羅宗强、周勳初、張少康、劉文忠、繆俊傑、

蔣凡、林其錟、馬白等先生，這些前輩為《文心雕龍》學會的發展，

為《文心雕龍》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此我們表示由衷的敬意。

回顧學會三十年走過的路程，我們還要銘記一串閃光的地名：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作者簡介：詹福瑞，國家圖書館常務副館長，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會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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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青島，员怨愿猿 年在那裏召開了《文心雕龍》學會第一届年會；安

徽屯溪，员怨愿远 年在那裏召開了第二届年會；廣東汕頭，员怨怨园 年第三

届年會；山東棗莊，员怨怨圆 年第四届年會；山東日照，员怨怨远 年第五届

年會；湖南懷化，员怨怨愿 年第六届年會；河北保定，圆园园圆 年第七届年

會；貴州貴陽，圆园园缘 年第八届年會；江蘇南京，圆园园苑 年第九届年會；

安徽蕪湖，圆园园怨 年第十届年會；湖北武漢，圆园员员 年第十一届年會以

及 圆园员猿 年山東濟南第十二届年會。我們還要感謝所有支持《文心

雕龍》學會的高校、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

《文心雕龍》學會從一開始成立就是一個學術大家雲集、高起

點的學會，老一輩學者無論治學與為人都為學會樹立了榜樣。三

十年來，《文心雕龍》學會不但在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同時也形成了很好的學術傳統：

始終奉學術研究、學術進步為宗旨，積三十年而不變，不為時

風所動，因此而成為學術界有較高學術聲望的學術團體。

堅持在學術研究上求同存異，相容並包。學會在老一輩學

者的帶領下，注重文獻的整理、文本的注解與詮釋；同時鼓勵會

員觀念開放，方法創新。因此，三十年來學術思想自由、活躍，學

術之争此起彼伏，促進了學術進步，形成了《文心雕龍》研究既有

守成的典範之作、亦有觀念方法融通中西的理論新著的良好

品質。

學風純正，學理規範。《文心雕龍》研究由於研究對象本身的

性質和會員組成多來自高校及研究院所等原因，加之老一輩學者

樹立的榜樣，學術研究一直保持了比較純正的學風。

本次參加會議的學者既有參與創建《文心雕龍》學會並一直

活躍於《文心雕龍》研究學術界的宿老、功臣；又有近些年來從事

《文心雕龍》研究和教學的新鋭，會議提交的百餘篇論文繼承了學

會的傳統，反映了《文心雕龍》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涉及五個方

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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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心雕龍》學會三十年回顧。

圆园员猿 年適逢學會建會三十週年，因此，本次會議是紀念學會

建會三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二届年會。回顧與總結學會

三十年歷程，自然成為此次會議的重要内容，會議共收到此類文章

怨 篇。劉文忠先生的文章《回憶〈文心雕龍〉學會成立三十年的艱

難歷程》和張可禮先生《憶念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的成立》，都滿

懷深情地回憶了《文心雕龍》學會創建的時代背景、創建過程及其

艱難發展的歷程。劉文忠先生的文章介紹了歷次學會的舉辦情況

和重要事件。張可禮先生的文章還總結了學會“以學術為本位”

的學風和“自由探討、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會風和開放的研究

視野。

《文心雕龍》學會是在我國一批著名的《文心雕龍》、古代文學

理論和古代文學研究專家王達津、周振甫、徐中玉、詹鍈、王運熙等

先生的倡議下發起創建的，創建之始，周揚、張光年、王元化、楊明

照、牟世金等先生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此批創會者既是學

會指導者，同時也是《文心雕龍》研究的中堅，他們的研究，代表了

七十、八十年代文心研究的最高水平，我稱之為“龍學”研究的第

一高峰。本次學會，張可禮先生的文章、繆俊傑先生的文章《我國

“龍學”研究的功臣———緬懷中國〈文心雕龍〉學會首任會長張光

年先生》、張少康先生的文章《紀念“〈文心雕龍〉的功臣”———談談

牟世金的〈文心雕龍〉研究》、楊明先生的文章《王運熙先生對於

“龍學”的貢獻》，以及何懿《王元化先生與〈文心雕龍〉學會》、李

平《論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葉當前《王運熙先生的“龍

學”研究》等文章，回憶了張光年、王元化、牟世金、王運熙幾位先

生為學會所做的貢獻，並總結了他們的龍學研究成就。

這些文章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内容有三：其一，提供年會創建

和發展過程中最為原始的第一手資料，以作學會史之用；其二，總

結了學會經過老一輩學者奠基和後來學者繼承與發揚的會風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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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其三，總結了老一輩學人治學的經驗。

二、《文心雕龍》與儒學關係研究。

《文心雕龍》體大思深，從文章學的角度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比

較全面的總結。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的誕生，自然是在儒釋道等

傳統文化浸染下形成的。因此，《文心雕龍》與中國梁代以前文化

有着甚深淵源。正因為如此，此前的《文心雕龍》研究，或於《文心

雕龍》與經學、儒學著力，或發微《文心雕龍》與道家、釋家關係，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的成果甚為可觀。本次年會，這一話題仍是論文

的重要内容之一，共收到 员缘 篇此類論文。

關於《文心雕龍》與經學及儒學的論文，有凃光社《劉勰文學

思想再議———“文之樞紐”論中對儒學的超越》、袁濟喜《〈文心雕

龍〉與孟子學説論析》、李建中《經學視域下中國文論關鍵詞之詞

根性考察———以〈文心雕龍〉為中心》、孫蓉蓉《“講文虎觀”與“輝

光相照”———〈文心雕龍·時序〉對東漢經學與文學的評述》、吳曉

峰《從〈文心雕龍〉的創作看劉勰對儒家思想的接受———讀〈序志〉

篇的幾點啓示》以及歐陽艷華、李婧、黎臻、羊列榮等人的文章。

李建中文章考察《文心雕龍》關鍵詞“文”和“道”、“體”的詞

根性，得出結論：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袁濟喜文章研究了孟子與

《文心雕龍》關係，認為孟子的憂患精神、批評精神以及知言養氣、

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思想學説融入到劉勰的文學與人格精神境

界及主觀修養論、鑒賞方法論中。戚良德的文章《文章千古事———

儒學視野中的〈文心雕龍〉》認為，劉勰本色是儒家思想和精神，我

們對《文心雕龍》的認識不應只停留在文藝學的視野，應從儒學的

視野中重新考量它的價值。就此而言，《文心雕龍》不僅是文章學

的教科書，也是一部文化修養的教科書。羊列榮文章《〈文心雕

龍〉與五經》研究了《文心雕龍》徵引五經的三種形式：引用詞語，

有助於形成典雅風格；以經為史料證明觀點；汲取思想資源，建構

儒家文論。這些研究都為《文心雕龍》與儒學的關係，提供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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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

而凃光社先生的文章則認為，《文心雕龍》推崇孔子和五經的

典範意義是我們探究其文學思想的重要綫索和依據，但不能僅限

於此，樞紐部分多有選自其他經典的思想材料。與李建中對“道”

的考察結論不同，凃光社認為，“原道”之道，雖然表述的是“自然

之道”與“炳耀仁孝”相容互補，但“自然”一意則源出道家。

其實，劉勰的思想源頭並非儒家一條渠道，這已經是學界的共

識。此次會議提供的文章中，另有孫敏强《劉勰藝術想像論二

題———兼談莊子對敘事想像理論的貢獻》，就探討了劉勰的藝術想

像論囿於莊子寓言式思維與敘述想像所帶來的局限；劉凱玲和李

飛、徐梅等也分別研究了士風與才性論與《文心雕龍》的關係。

三、《文心雕龍》篇章釋義與理論命題、範疇研究。

這一部分歷來是《文心雕龍》研究的主題之一，本次年會約有

此方面論文 源园 餘篇，内容比較豐富，大致可分為如下幾個專題：

其一，文之樞紐。有劉淩《“宗經”矯訛的〈文心雕龍〉———兼

議“托古改制”思維模式》、陳秀美《從文體“正變”論劉勰“文之樞

紐”的典範性意義》、高宏洲《“文”之合法性的雙向論證———〈文心

雕龍·原道〉的言説旨趣》等文章。其中陳秀美文章立足於劉勰

文體通變觀，重新以“文體正變”的詮釋角度，反思“原道”等五篇

“文原論”篇章，認為前三篇具有“常體典範”文原依據，而後二篇

具有“變體典範”意義，劉勰是想在“文之樞紐”的典範基礎上，為

其“動態歷程”文學觀找出條活化文學的道路。此文雖是在前人

研究基礎上所提出的觀點，然概括似乎更為準確。

其二，文體論。日本學者甲斐勝二《關於〈文心雕龍〉文體論

的問題———〈文心雕龍〉的基本特徵餘論》認為，劉勰將當時流行

的各種文體置於“人文”價值之下，在當時的思想領域確立了寫作

工作自立世界的存在，即文章的合法性存在，並對“三準説”中的

“設情以位體”的内在邏輯進行了分析。游志誠《政事乎？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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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文心雕龍·議對篇〉細讀》則認為《文心雕龍》是子家之

學，《議對篇》就是用子家政治觀點來界定文體的。此外尚有王娉

嫻《論〈文心雕龍〉公文論的價值》、吳中勝《喪葬文化與〈文心雕

龍〉誄碑篇、哀弔篇的解讀》等。

其三，理論專題研究。張利群《論劉勰〈文心雕龍〉“體制”論

構成系統》對“體制”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體制主要包

括“文章”文體格式規範和規制。左東嶺以宇文所安翻譯《文心雕

龍》為例闡釋了一個觀點：文體意識和寫作經驗對於詮釋文本具

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文心雕龍》，要真正獲得作者的原意而進

行有效的詮釋，更重要的是擁有重視創作經驗和文體規定的自覺

意識。這對研究《文心雕龍》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陸曉光《〈文心

雕龍〉心物關係二題》探討了《序志》逐物實難的物是功利價值觀，

是對文本之細讀中獲得劉勰的價值取向。此類文章甚多，不一一

贅述。

四、《文心雕龍》傳播及“龍學”史研究。

約有九篇論文。陶禮天、范英梅《圆员 世紀〈文心雕龍〉研究史

略（中國大陸部分）》為張少康等《文心雕龍研究史》修訂本增補了

内容，總結了 圆园园园—圆园员圆 年十二年間大陸研究概況。洪樹華《〈文

心雕龍〉在明清詩話中的題稱及接受》及孔祥麗、李金秋《明清兩

代〈文心雕龍〉評點綜述》，梳理明清兩代《文心雕龍》在詩話及評

點中的傳播情況。另有馮斯我《圆员 世紀日本〈文心雕龍〉研究綜

述》，介紹了日本 圆员 世紀的《文心雕龍》研究情況。此外還有兩篇

文章介紹了《文心雕龍》在高校及中學課堂的講授情況，萬奇文章

介紹了内蒙古《文心雕龍》研究情況。

五、《文心雕龍》與《劉子》。

《劉子》研究對全面認識劉勰及《文心雕龍》都有重要學術價

值，本次會議共有四篇相關内容文章。林其錟《〈劉子〉作者誰屬

争鳴與劉勰思想及〈文心雕龍〉研究》認為，“《劉子》劉勰著”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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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於南宋出現的《劉子》袁孝政注本及劉克莊引文，經考證認

為袁孝政注本為宋人僞託，劉克莊引文亦無確證，文章對 圆园 世紀

愿园 年代以來不同意“《劉子》劉勰著”的觀點進行了梳理和辯駁。

陳志平《猿园 年〈劉子〉研究綜述》，對近三十年《劉子》的作者考證、

文本整理的工作進行了梳理，認為《劉子》研究缺乏對其思想體系

及其思想史地位的關注。黃承達《再論〈文心雕龍〉的類感論如何

通神與起情———兼與〈劉子〉一書比較》一文認為，《劉子》的感知

模式對漢代象數易學的繼承和開創，和《文心雕龍》較為一致。

六、《文心雕龍》作家論。

只有兩篇，李劍鋒《關於劉勰〈文心雕龍〉不提陶淵明的再思

考》就此考察劉勰與陶淵明文學觀的異同，認為劉勰追求隱秀、複

意、不盡之意，而相對忽視語言與道、生活的根本關係，從一個現象

發掘到劉勰的文化觀，頗有新見。另有楊青芝文章《劉勰評論三曹

的美學標準》也是從劉勰評具體作家作品入手，考察劉勰的美學標

準的一篇文章。這樣從具體作家評論入手，考察劉勰學術思想的

文章可惜甚少。

由於另有安排，上述一些文章没有收入這本論文集中。

最後談談我的幾點考慮。

綜合年會提交的論文來看，我個人有以下幾點看法：其一，詞

義、文義的解讀，仍是重點、難點，仍需著力。其二，要關注齊梁前

的經史子集四部文本與《文心雕龍》的關係。其三，把《文心雕龍》

置於古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較大的視野中，放到世界文論的大

視野中考察。

《文心雕龍》研究發展到今天，我們既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同

時也應清醒地看到學術發展進程中的走勢，有些問題不能不引起

我們的重視，我想提幾個問題供同道思考：

首先，進入 圆员 世紀後，“龍學”研究是開始走向衰微還是處於

學術調整期？其次，中青年學者與老一輩學者相比，我們有可能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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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老一輩“龍學”家嗎？我相信一代自有一代之學術，我們這一代

人的學術優勢和特點在哪裏？再次，三十年前一批“龍學”大家崛

起於學術界，矗立起一個高峰，三十年後，我們還能崛起另一座“龍

學”高峰嗎？

我們相信有諸多的同道，在紀念《文心雕龍》學會成立三十週

年之際，會懷着繼往開來的心情參加這個會議，我相信，各位同道

會認真總結三十年來“龍學”的發展，乃至百年“龍學”的進程，思

考“龍學”未來三十年乃至百年學術研究新的征程，為“龍學”未來

貢獻真知灼見，指明方向。當然，我更相信全體會員會以更艱苦而

又扎實的研究，奉獻大作、力作，為“龍學”新一座珠穆朗瑪峰崛起

積一土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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