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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5 日，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牵头，由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包头师范学院和集宁师范

学院协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在内蒙

古师范大学顺利召开。会议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

汉、四川、重庆、广东、安徽、辽宁、山东、浙江、内蒙古、台

湾、香港、韩国等地的专家学者 140 多名; 党圣元、曹顺庆

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均参会。会议共收到论文

120 多篇。本次大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

了探讨与交流: 先秦两汉文论、魏晋南北朝文论、唐代文

论、宋元文论、明清文论、近代与民国文论和综合性的研

究。
先秦两汉方面主要集中探讨了《庄子》、《礼记》、《周

易》、《易经》、《诗经》、《春秋》、《左传》、司马迁和《汉书》
中的文论思想。安徽大学的顾祖钊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

讨了《礼记》中的尚古遗迹，通过考证得出《礼记》并非儒

家经典。兰州大学的王莹认为，《周易》与歌谣从其传播

方式、传播风格、舆论功能皆迥然相异，二者有着本质的

不同。吉林大学的张锡坤指出，中国诗学传统中的“以悲

为美”思想可以从《易经》中的忧患意识找到源头; 香港岭

南大学的汪春泓通过对《汉书·古今人表》的深入考查并

参证《汉书·艺文志》，认为《汉书·古今人表》为刘向刘

歆所著; 辽宁大学的涂光社探讨了《庄子》对古代文论的

建构及其表达方式等。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论的研究，本次会议共提交了 14

篇论文，《文心雕龙》仍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14 篇论文

中明确以《文心雕龙》为题或关涉《文心雕龙》的就有 10

篇。就《文心雕龙》而言，学者们论及的问题有创作主体

理论体系构建、精神特质、艺术想象力、《七发》之批评、比
兴、历史叙事性批评话语等。山东师范大学的白建忠、刘
阶耳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

中双重创作主体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内蒙古师范大学

的高林广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枚乘之《七发》最

为偏重，为后世对枚乘及七体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

文学史料和文学批评史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毓红

阐释了《文心雕龙》话语模式及其深层结构，揭示了刘勰

批评话语的特征、意义及其生成。
对唐代文论，学者们讨论的议题并不像对魏晋南北

朝那样集中，但对孔颖达、皎然、韩愈、唐诗的研究与探讨

仍是学者们常议常新的话题。中山大学的孙立探讨了孔

颖达对《毛诗正义》中“兴”的释义，并对比兴的关系进行

了精彩的论述。台湾大学的萧丽华认为皎然提出的“意

境论”推进了“情景关系”的阐释; 山东师范大学的李江峰

指出，作为文学批评术语，“作用”是皎然《诗式》中最先使

用的，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台湾师范大学的

王基伦从互文性视角对中唐入宋时期的“文统”与“道统”
进行了考察，分析了“道源”乃以儒家之道为根。

关于宋元文论的研究与探讨，学者们共提交了 13 篇

论文。讨论宋代文论思想的文章有 8 篇，探讨元代文论

思想的有 5 篇。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万民就“兴”与朱熹的

平易诗学观与学者们进行了讨论; 辽宁大学的李贵银探

究了欧阳修的碑志文创作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常德荣

分析了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内在矛盾及其调节; 安阳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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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任红敏指出，元代忽必烈幕府用人主要以经济和

义理名士为主，这种导向使得单纯以文学身份入侍藩府

的文人很少，因此形成了“中统儒治”，这对元代的科举考

试影响很大。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石海光探讨了民族融通

背景下的元代前期儒家诗论，认为元前期儒家诗学的复

兴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媒大

学的高扬和武汉大学的张思齐分别探讨了元代杨维桢的

“性情论”和倪士毅的文章学理论。
本次会议探讨明清文论的学者较多，学者们探讨的

问题范围比较广泛。厦门大学的赵春宇对李梦阳何景明

论争的时间进行了考证; 汕头大学的杨庆杰比较了王阳

明良知本体论与西方两种良知学说。吉林大学的王汝梅

认为，满文《金瓶梅序》是《金瓶梅》几种版本七篇序跋中

最重要的一篇，此序为《金瓶梅》研究史、古代小说批评史

上的一篇珍贵的满文文献。长春师范大学的张文浩通过

对张谦德《瓶花谱》的研究，探讨了古代素人的博雅生活

和美学旨趣。南昌大学的胡建次考察了清代词学批评中

诗词之异论的承衍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的张敏杰就黄宗

羲诗学中的唐宋之争进行了分析; 东南大学的陈士部从

现象学视角探讨了王夫之的“现量”说。辽宁大学的崔海

峰认为，王夫之的著作中选录多首艳诗，并有较为细致的

评价。苏州大学的候敏就唐君毅对王夫之的诗学观念梳

释进行了探讨，认为唐氏欣赏王夫之的宏大器局和诗学

气象。华东师范大学的彭国忠认为，纪昀通过对唐人试

律的评点总结，建构了一套试律诗学理论，不但为清人的

试律诗创作树立了法则，也为试律诗学理论体系的创立

奠定了基础。
对于近代与民国文论，共有十位学者进行了积极的

探究。湖北民族大学的何荣誉对王闿运与张之洞的诗学

观进行了比较;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陆有富就文廷式对浙

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批评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廷式对浙

西和常州二派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批评，文廷式结合

自己的创作体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词学主张。许昌大学

的姜荣刚从内证的角度对《人间词话》手稿的写作时间进

行了探讨，而云南大学的刘炜探讨了马一浮与同光体的

关系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煜林就林纾和严复的诗

歌创作与同光体之关系、文化立场之成因及二人间的交

往、互相评价作了深入的分析。
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综合性研究 ，学者们共提交了 40

多篇论文。四川大学的曹顺庆与郭明浩就《毛诗序》、诗
文正统论和文言正统论所代表的话语权对中国文学史演

进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梳理与评骘。武汉大学的李建中

认为，中国文化关键词创生于轴心期时代的五经和诸子，

其创生路径的总体特征是“词以通道”。南开大学的刘畅

指出，“中观思维”是基于中庸思想形成的一种学术思维

方式，基本特征是一种善于融会贯通研究对象的两端，在

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

成自己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内蒙古师范

大学的万奇对古人写作中的起承转合结构论进行了考

辨。首都师范大学的夏静就“尚文”与中国文论的教化传

统进行了分析，认为“尚文”对于中国文学教化传统的形

成有着根源性的影响。南开大学的查洪德，华东师范大

学的朱志荣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自得”概念

和中国美学中的悲剧意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天道就中

国美学之“意境”说的“意义域”的开放性构成及其学理渊

源进行了探究。
最后，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就中国文论研究的总

体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界的研究

在释古方面收获较多、积累盛丰，然而在理论方面活力不

足，成果欠奉; 学术思想之前瞻性，参与当代思想的动能、
程度与影响都不能和中国史学哲学与艺术学等领域相

比。
总之，本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讨会的顺利召开，为

学者们搭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平台。学者们从各个

领域，多种视角，对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交流和研讨。学者们虽然研究的领域有别，观

念、观点有所不同，但通过这样的广泛交流，他们的学术

观点、学术思想或达成了共识或有了激烈的交锋与碰撞，

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交融共建，为中国古代文学理

论的建设、学术的进步与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学识与才

华。

( 责任编辑:王嘉军)

·612·

文艺理论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A Synopsis of the 2ndYouth Forum of the Societ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374404.pdf.ELuY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