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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教授志。它记载了一百年来杭州大学的教授们

在学校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工作经历，记

载了一辈辈的教授们为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优秀人才，开展科

学研究和推动社会进步而作出的卓著成绩。

这是一组奋斗者的群雕。他们严谨治学，锲而不舍，以自

己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驾驭生活的顺境和逆境，永远高

擎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旗帜。

这是一部杭州大学教授前赴后继、勇创辉煌的奋斗史。

编撰它，是为了褒奖教授们爱国爱校、忠诚教育的高尚品质，

弘扬他们求是育英的献身精神，传播他们勇攀科学高峰的治

学经验。

这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它将激励所有的杭大人再铸先人

的求是精神，励精图治，风雨同舟，共同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

明天。

这本教授志还不完备，它要为尚未搜集到材料的教授们

留下位置，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后来者。

却妒叼
1997年2月于杭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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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年留校执教，1994

年晋升为教授。他一直

在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讲授外国文学史、

外国文学专题、欧洲文艺思瑚和加世纪西方

文艺思潮等课程。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担

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1983年至1987年fB】

兼任杭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浙江省高校图

工委副主任、秘书长等职务。

1987年后．丁子春从外国文学的基础性

研究转为高深层次的国别文学和思潮流派的

理论性研究，主要研究的课题有三方面：一是

法国小说的思潮流派研究，二是20世纪欧美

文艺思潮研究，三是西方女性文学新潮研究．

同时担任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导师，

招收欧美文艺思潮方向的研究生，并在人文

学院开设世界名著研读，在新闻传播学院开

设20世纪欧美文艺思潮等新课程。

丁子春业已出板的专著有四种：(法国小

说与思潮流派)(团结出版社，1991年)，该书

在我国较早以思潮流派为视角，运用系统论

和比较鉴别的方法对法国小说作出专题性研

究；(伏尔泰)(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左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外国文

学知识百题)(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该

书酋版发行77000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此外，主编著作有二种：《欧美现代主义文艺

思潮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文

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外国文学筒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外国著名文学

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世界

涛库>(-t一卷本，属编委，主编第四卷。该书系

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图书，荣获第九届中国

图书奖和第一：褐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花城出

版社1995年出版j等一

近10多年来．丁子春发表学术性论文90

余篇，大致包括欧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探索、

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研究和西方各国著名作家

经典作品评析等内容。其主要论文有：<巴尔

扎克艺术理沦勘探》(《外国文学研究>，1982

年)：《(巴黎圣母院／的对照艺术>f(雨果创作

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飘)的认

识价值和艺术成就》(((飘)是怎样一本书>，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论西方现代派

与传统派的区别>(《抗州大学学报)，】986

年)；(论左拉的文学功绩)(《杭州大学学报)，

1989年)；《论陈白露和铘娜的自我意识>

(《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论欧美现代主

义的内涵及其流变>(《杭州大学学报)，1992

年)；<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建构轨迹>(<外国

文学评论)．1993年，该文获杭州大学董氏基

金教师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r子春积极参加社会学术活动，并担任

浙江省外陶文学研究会副会艮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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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新
Fanz Y】xln

1957年10月出生，

浙江黄岩人。1985年

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

汉语史专业．获硕士学

位。同年留中文系古汉

语古文献教研室任教。1989年获博士学位。

】995年晋升为教授。1996年增补为博士生

导师。现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学科

规划组成员。

自毕业留校工作“来，方一新一直从事

“古代汉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并先后为本

科高年级同学开设过俗语词研究、洲诂学、魏

晋南北朝文化史等选修课，，1994年起招收

研究生，开设研究生学位课程训诂学，

1990年以来，方一新先后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汉魏六朝口语词汇研究”、国家教

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六朝史书词汇研究”+

全国高校古委会立项项目“六朝佛典语言研

究”等课题的研究工作，其中前两项分别以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和<东

汉魏晋南北朝词语笺释>三本专著结项，通过

鉴定。方一新先后在<中国语文>、<语言研

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主要论文有：((世说新语)词义散记>(<中国

语文)1990年第6期j；(汉魏六朝俗语杂释》

((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世说新语辞

典，读后>(合作，《中国语文)1993年第5

期)；(敦煌变文校读札记)(<俗语言研究>创

刊号)；<东汉语料与词汇史研究刍议)(<中国

语文>1996年第2期)；<(世说新语)篝}诂》

((文史>。第4I辑)：已经出版的著作有：<中

古汉语语词例释>(与王云路合作，吉林教育

出版社，1992年7月)；<中古汉语读本)(与

王云路合作，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

月)。其中<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一书1993年

获北京大学第五届王力语言学奖三等奖、杭

州大学首届董氏文史哲基金二等奖。

卫
王元骧

Wang、tjanxiang

1934年出生，浙江

玉环人。t958年毕业

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

系，留校任教。一直从

事文艺理论及美学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

过“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名著精读”、“文

艺理论专题研究”、“当前文艺理论问题”、“马

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性问题研究”、“人文科

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课程。1976年以来发表

沧文80余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各一部，累

计共150余万字。

王元骧在教学中重视言传身教，教书育

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并吸取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学、美学、心

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文艺

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作出全

方位的阐释，学风严谨．论述透辟、立论稳妥

而新见迭出，受到同行专家的普遍赞许。学

界评其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代表r新时

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水平”。最

近几年，他叉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想为理

沦依据，在观念上．把认识与实践、知识论与

价值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在方

法上，把活动论的、历时态的研究与层次论

的，共时态的研究结台起来，并批判地吸取了

迄今为止．各派文艺理论的台理的、有价值的

观点，对“文学是人学”这个传统的命题进行

立体交叉而富有独创性的阐述，在原有基础

上又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

的水平。

王元骧的研究成果曾12次获得部、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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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嘉奖。其中《论典型化)获“浙江省首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1984年)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文学评论》优秀论

文奖”(三等，1984年)；(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与非意识形态性>获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

社科院联合颁发的“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二三

中全会召开r周年理论讨论会优秀论文奖”

(分“优秀论文”与“入选论文”_婀等，1988

年)；<文学原理)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同普

通高校优秀教材奖”(“国优”级，1992年)：

《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获“浙江省第六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1994年)和

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

研究成果奖”(一等，1995年)。若干论文并

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文学研究年鉴)、

<新华文摘>等大型资料工具书和刊物所转

载．

王元骧是浙江省第七届政协委员。同时

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中国文学组成

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中国文学评审

组成员、国家教委<高校理论战线)编委、<中

国文化与文论)杂志编委、中外文学理论学会

理事、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王元骧乎生以从事教学和研究为乐。在

教学上，他恪守的准则是：“身教胜f言传”；

在科研上，他崇尚的格言是：“若要追求真理．

就得甘于寂寞”，

王驾吾

啊’ang Jia'^aJ

1900年2月出生，

江苏i轲通人。1924年

毕业于东南大学文史地

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

三载。1927年凋至南

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工作j 1937年应聘

赴浙江大学任教，1942年晋升为教授。抗日

战争胜利之初．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贵阳

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6年返

杭，在之江大学执教，1949年任之江大学中

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

浙江师范学院r现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此

后历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

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1978年任杭州大

学中文系主任，1981年改任杭州大学中文系

名誉主任。

王驾吾在各高等学校￡要讲授中国古典

文学，兼授哲学。学问渊博，循循善诱，深受

学子的欢迎，1961年任研究生导师，1980年

为受教育部委托主办的全国重点大学“先秦

文学”师训班讲授先秦文学。

王驾吾于经史子集涉面既广，研究亦深，

尤其潜心于先秦渚子、唐宋名家，每有兴怀则

咏之于诗、笔之于文，穷年累月，著述甚丰，有

诗歌，论文、记事、序跋，传记、祭辞、墓志铭、

年谱、方志、专著等。主要著作有：《明孝陵

志>(钟山书局，1934年)；《首都(南京)志)

(正中书局．1936年)；《(春秋)攘夷说)(1942

年)；<曾南丰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3

年)；(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1943年)；

(钱母欧阳孺人墓志铭>(1943年)；《张君荫

麟传)(】943年)。

王驾吾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

精力与心血，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

拨开了前人所未见的迷雾，并注入r许多创

新之见，深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先秦

寓言研究>已由日本汉学家伊东伦厚等先生

译为日文，载于日本北海道中国哲学会<中国

哲学)上。先秦研究主要著述有：<先豢寓言

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韩非子选)

(上海中华书局．1965年)；《墨子校释商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墨子集

诂》(上海古籍出版社)；《墨子校释>(浙江文

艺出版社，1984年)；《晏子春秋校释商兑>

(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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