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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前身是固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创
建于 1978年，是学校最早建立的院系之一。2006年学校升格为本科院
校，更名为宁夏师范学院，中文系也随着学校的升本而于 2007年更名为
人文学院。人文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办学传统，是一个培育汉语
言文学人才和基础教育师资的摇篮，人文学院的历任教师潜心教坛、崇尚
学术、立德树人、为师重道，这种历久弥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薪火相传，深
深地镌刻在历届学子们的心中。35年来，毕业于人文学院的近 3000名校
友如今都在各条战线做着积极贡献，他们中有的已成为区内外教育、科
研、管理、文化建设方面的骨干力量和知名学者，有的已成为商海中的弄
潮儿，他们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延续着人文学院的文化基因，传扬着
人文学院人才培养的卓异声誉。
从 1983-2006年的 23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中文系（人文学院）从事

教学和管理工作，2006年年底我离开中文系时，全系教师也就 20来人，
专、本科学生加起来不足 600人。七年之后的今天，人文学院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据人文学院提供的最新资料，人文学院现有专兼职教师 42人，教
师中有自治区“313”人才 1名，博士 2名，在读博士 5名，硕士 30名；有教
授 6人，副教授 7人，区级教学名师 1人，校级教学名师 2人；有汉语言文
学（师范）、秘书学、公共事业管理 3个本科专业，本科生 650人。2012年
12月获得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专业学位点，2013年招收了首届 8
名硕士研究生，实现继升本之后办学层次的再一次升格；2013年还以一
本线招收了 35名免费师范生，生源质量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汉语言文学

风华正从朴素来
———《学人文萃》序

钟正平

1



（师范）专业获立校级、自治区和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国古代文学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中国文学教学团队为自治区级教
学团队;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校级、自治区级重点学科。教师承担国家级科
研项目 4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7项，宁夏高校科研项目 8项，校级项目 20
多项，出版学术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集 12部。升本以来，人文学院已有四
届本科毕业生，他们中有的凭借卓异的才能、勤奋的努力、扎实的作风和
不甘落后的精神，在工作单位赢得良好的口碑；有的在教学岗位中潜心钻
研、诚心教书，赢得了学校的好评。先后有 6名学生通过勤奋的学习考取
了硕士研究生。这些点滴成绩，虽然还微不足道，但却显示了人文学院教
师教育事业发展充盈而坚实的后劲。

2013年是人文学院建院 35周年，也是学校升本之后即将迎接教育
部合格评估的大考之年。35年来，人文学院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
地方、文化传承为己任，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
次不断提升，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培养体系完善、师资力量雄厚、享有
较高声誉的院系。为彰显国家在偏远、落后地区办教育、启民智、兴文化、
推发展的政策，为感念前贤奉献青春、成就育人之盛举，为继承发扬 35年
来的宝贵办学理念，激扬后学，砥砺奋进，也为助推学校合格评估顺利通
过，人文学院决定编辑出版历年历任教师学术论文选以作感念留存，在年
初甫有动议之时，我就力促此事尽快付诸完成，我认为这是十分值得肯定
和嘉许的善举，为之欣慰，亦为之鼓呼。
《学人文萃》共收集新老教师学术论文 59篇，涵盖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的 8个二级学科，其中中国古代文学 17篇，中国现当代文学 10篇，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 5篇，语言学 8篇，文艺学 6篇，教师教育 3篇，其他学科
10篇。文选蕴含着新老教师沉甸甸的才学和感人至深的人文情怀，每一
个字符、每一句话都是作者们孜孜不倦地思索、感悟和心语的书写。让人
不胜嘘唏的是，曾经为人文学院做出重要贡献的袁伯诚、杨子仪、南矩容
和王锦才四位先生已悄然远去，天不假余年。其他离退休教师大多身体健
康，颐养天年，年高者如华世鑫先生、荣茂根先生，已期耄耋，丁文庆先生、
慕岳先生虽已步入古稀之年，但他们都心系学院，时有建言。现在的中坚
力量是中青年教师，他们大多都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良好的教育背
景，受到规范的研究方法训练，年届而立或逾不惑，正是人生盛年，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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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时期，他们用心甚苦，用力颇多，累年积学，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
视野和学术方向，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科研实力，是人文学院未来的希望。
《学人文萃》是人文学院自建立以来历任教师研究成果的汇集，最早

者诞之于 1978年，最近者成之于 2013年，是人文学院发展 35年来学术
思想的大梳理、大汇集、大展示，是跨越世纪的学术接力。每位教师虽仅选
一篇，但仍能展现新老教师严谨治学和教书育人的作风，仍能管窥到人文
学院多年秉持的办学理念和优良传统。一本厚厚的《学人文萃》，实际上也
追叙了 35年来代际之间教书育人、教学相长的师道大义，荟萃、勾勒出高
等教育语境下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与未来。我相信，此论文选一定会起到
提升校园文化，彰显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繁荣的作用。借此付梓之际，我们
要向已然长逝者表达深切的感念之情，感念他们曾经的默默奉献和山高
水长的德学！向曾经为人文学院创立和发展起到基元性作用的学人表达
诚挚的敬意！可以想象，当那些年事已高、尚幸健在的前辈们手捧《学人文
萃》，一定会追忆起那激扬文字、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一定会感叹稍纵即
逝的美好年华。同时也向正在教学一线潜心育人的后学们，表达鞭策和勉
励之意！希望后学者能从《学人文萃》汲取宝贵人生经验和精神财富，担起
以育人为己任的责任，继承传统，弘扬人文，光大风范。
《学人文萃》从启动到结集出版，历时近 10个月，恰似一个新生儿的

孕育过程。从联络、征集、筛选，到编排、校勘、付印，其间经历的时间、人
力、技术等方面的困难都难以尽数，除了作古者，许多作者都散居在全国
各地，编校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和耐力，每一行每一页都记录了其历程
的艰辛。十个多月的编校过程中，作为主编的我，也只匆匆校阅了一遍，大
量工作是由人文学院的同仁们完成的。但我相信，随着这个新生儿的诞
生，当我们手捧着这散发着墨香的沉甸甸的集子，每一个为之付出心血的
编校者都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曾经的酸甜苦辣一定会因为读者的一句
温暖的肯定而涣然冰释，所有的艰辛都会在读者专注的目光中化为欣慰。

当然，由于时间、人力、能力有限，《学人文萃》尚有不完美之处，在期
望广大读者从中感念人文学院 35年的厚重历史、感受人文学院几代教师
朴实无华的情怀的同时，我们也期望听到来自社会与同行的批评和指正，
如此，就不辜负编辑这本文集的初衷了。
三十年前，初进中文系时，我还是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翩翩青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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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却已华发初现，一身沧桑，不由额手喟叹，
无限感慨！幸好这本书出版面世之时，正值秋高气爽、岁月静好的季节，又
是第 29个教师节前夕，于是心情大好，双手奉上它，如同奉上 59个人的
拳拳之心！
是为序。

2013年 9月 9日于宁夏师范学院

4



前 言

在学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科学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水平，提升教育质量的跨越式发展之际，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

库”终于破壳问世了。

为了呈现三十多年来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推进学

术繁荣，让宁夏师范学院这所年轻的本科院校师生的学术结晶

有展示的平台，“学人文库”的编辑出版，必将是一件福荫后学的

事业。

“学人文库”的著作与宁夏师范学院三十多年的历史相比，

还是一个“新生儿”，但是有了这个开始，她会在阳光、风雨中成

长、进步。我们相信，有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又有“后学”的薪火

相传，诸多的学术积累定然会在漫长岁月中留下回响。值此之

始，我们期望更多的学人以此为契机，潜心研究，锐意创造，积

学、向学，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智慧成果。

“清水河畔静读书，六盘山下育英才”。宁夏师范学院得清水

河之娟秀，六盘山之伟豪，虽然僻远贫闭，但有了宁夏师范学院

一批批“学人”智慧的烛照，固原———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必将焕

发新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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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文库”本着开放的视野，以书系的形式融汇宁夏师范

学院学人研究成果中的华彩乐章。无论以时间为序，还是按学科

分类，我们需要呈现的就是术业有专攻的各类文风，彰显“宁师

学苑”的片片风景。

“学人文库”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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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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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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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不满二十岁的闻一多，在清华

留美预备学校的饭厅门前，贴了一张呼吁书，上面抄写了宋代民族英雄岳

飞的《满江红》词。这一举动，像一把火，点燃起清华园里激愤的群情。许

多年过去了，闻一多的同窗们回忆起来，总不能忘怀。人们从洋溢着书生

意气的呼吁书上，看到了闻一多真诚的爱国的诗魂。

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在中国，是充满了屈辱与灾难的年代，也是

连绵着探求与失败的年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延续几千年

的封建帝制。然而，盘踞在中国国土上的，仍是曾经强迫满清王朝签订卖

国条约的帝国主义列强。封建的官僚、军阀依靠帝国主义势力攫取了旧民

主主义革命的果实，阻挡着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近代史的末

期，一件件、一桩桩无比沉痛的史实使每个真正的中国人切齿扼腕，更何

况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

闻一多诞生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刻。“世家望族、书香门第”的严

格家教，使少年闻一多的性格趋于内向，有相当国学造诣的父亲又使他较

早较多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五岁时入半新半旧的私塾，十岁时进武昌

的两湖师范附小，十四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接受

了九年系统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教育。年轻的闻一多是从书本上认

不熄的爱国诗魂
———浅论闻一多的诗

丁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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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自己的祖国的，那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传统，那灿烂丰富的古代文化，在

闻一多心目中是珍贵的、神圣的，也是引以为自豪而衷心热爱的。志士仁

人的高风亮节陶冶着他的情操，历史诗词中的爱国思想渗透于他的灵魂。

民族文化的传统塑造了一颗真诚地热爱祖国又醉心于艺术的心灵。

五四以前，闻一多曾写过旧体诗，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的《提灯

会》，就是一篇爱国情浓烈的五言歌行。五四运动的大潮涌起了，新诗以与

旧诗彻底决裂的姿态出现了，闻一多热衷于新诗了。一九二○年七月，他

发表了第一首新诗《西岸》，从此，登上了中国的新诗坛。一九二三年出版

了诗集《红烛》，收诗一百零三首。一九二八年出版了诗集《死水》，收诗二

十八首。除此以外，还有散见于当时各报刊的新诗若干首。一九二八年以

后，闻一多将精力集中于学术研究上，除一九三一年又发表了长篇抒情诗

《奇迹》外，再没有发表什么诗作。一本《红烛》、一本《死水》，已充分奠定了

闻一多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在五四以前新诗的星空里，闻一多是

一颗闪烁着光芒的星。

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曾说:“我有火。”这火，是什么？这火，就是

爱，就是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闻一多自己也说过:“诗人的主要天赋

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①诗人闻一多的爱是真诚的、深挚的。

这爱的火，于人，是灵魂，于诗，是诗魂。人格的光辉，诗章的光彩，皆由此

出。闻一多胸中的火自点燃起，终生未熄。尽管诗人的一生走过了曲折的

道路，但这“爱”的初衷，却始终未变。诗人有过苦闷、彷徨，有过失望、徘

徊，但爱的火焰却越燃越烈，与人民休戚相关的爱国主义思想却不断丰

富、发展。终于，以他的生命，完成他那“最伟大的一首诗”。虽然，反动派的

罪恶子弹，过早夺去了诗人的生命，但是，诗人人格的光辉却照耀千秋，启

示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保持爱国的传统，执着地追求光明。闻一多的新诗，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在现在和将来，永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量。

①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J］.文艺复兴，1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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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年轻时喜爱红烛。他写了赞美红烛的诗，并以“红烛”命名他的

第一部诗集。在闻一多的心目中，红烛的燃烧就好像诗人的歌吟。于是，诗

人便执拗地提出严格的自我要求:诗人的心定要是赤诚的，定要如同红烛

一般颜色：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伤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诗人闻一多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曾有过这样的回

忆:“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

如何团结起来救国……”诗人是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启蒙时代点燃起他

的红烛的，那红烛也发出觉醒的光芒，那红烛也溅出反封建的火花。红烛

的光是微弱的，但那却是年轻诗人灵智和理想的赤诚燃烧。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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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底方法。

这“自然底方法”便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便是人生道路的逻辑。一位外

国的作家曾说，我是一盏灯，生来就是点燃的。闻一多写《红烛》时，可能也

有过这样类似的意念。一个真正的诗人，当他开始走上文学的道路时，有

了这种对生活与人生的“参透”，才会有“烧罢！烧罢！”的决心，才会有“烧

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的血”的宣言，也才会有“流罢!怎能不流呢？请将你

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的自我安慰，

和“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自我鼓励。

初登诗坛的闻一多是有热情的。但是，这热情的流露是有节制的，这

热情的表现是有分寸的。同一时期的年轻诗人郭沫若，在东渡留学时，曾

写过一首《炉中煤》。从抒发的感情和内容上着眼，闻一多留美时写的《太

阳吟》一诗可以与之相匹。但从托物咏志所选用的比喻或象征上看，比较

一下“炉中煤”与“红烛”的形象却是很有兴味的。“炉中煤”为表白自己“火

一样的心肠”，“燃到了这般模样”，那是炽烈的义无反顾的燃烧、燃烧；而

“红烛”呢？“合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一边燃烧，一边流泪。“炉

中煤”和“红烛”这两个诗的形象正蕴藉深远地显示了五四时代两位年轻

的大诗人诗作的不同风格。许多年以后，闻一多曾有些动感情地谈到不少

人对他的误解:“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可是，读过《红烛》的人，

总是不能不感受到诗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和浅浅的悲剧色彩。诗人太爱

李商隐了。李商隐的清词丽句给闻一多艺术的启迪，李诗的艺术境界也不

能不使诗人受到消极的影响。《红烛》一诗以李商隐的诗句“蜡炬成灰泪始

干”为引，一方面寄托了年轻诗人立志为挚爱的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也为全诗定下一个哀痛的基调、消极的旋律。

诗人闻一多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教养的。在他开始走上新诗创作的道

路时，已经做了较为充分的艺术准备。在清华园里的九年，他曾“自清、明

以上，溯魏汉、先秦”，系统地研读过中国古典诗歌，刻苦钻研过多种古代

文史名著。李白、李商隐、陆游是他喜爱的诗人。掌握外语后，又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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