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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开拓! 上海词学研究 @A 年述评

彭国忠!刘泽华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词学研究可分为转型期"繁盛期和发展期# 上海词学在转型期前一阶段有着重思想内容
轻艺术特征"重豪放轻婉约的特点!后一阶段则进入沉寂# 在繁盛期!上海词学界开始了对前期研究的反思与开拓!在美
学热"方法热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进入发展期后!词学界在研究时往往伴随着回归历史语境和民族话语本位
的思考!力求消解以逻辑自洽为目标的%强制阐释&!%中观&研究开始流行!明清及民国词渐渐成为热点# 上海词学研究
在文献整理"词人研究"词乐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研究群体具有多样性和传承性!形成了代代相传的词学
传统#
关键词! 上海词学$!Z$ 年$!三个时期$!研究群体
作者简介! 彭国忠!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词学和文献整理# 电子邮箱'
<IO/,%,-'E/CI*0123# 刘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词学和文学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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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开拓! 上海词学研究 Z$ 年述评

!!上海的词学研究和创作"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根据我们所编-上海词钞.统计"从北宋到 ,",,
年"上海词作品达到两万首"其量当得一部-全宋
词.) 上海的词学研究传统要回溯至新中国成立
前"近代上海承祧着古老江南的氤氲秀气"亦接纳
着突然涌入的现代思想"词学在这风云变幻中酝
酿着现代的转型) 在动荡的年代里"上海以独特
的包容性"将满清遗老*南社文人揽入怀抱) ,",,
年后"朱祖谋*夏敬观*况周颐等著名词人如川赴
壑"先后抵沪"舂音词社*沤社等词学团体应运而
生) 著名学者吴梅*龙榆生任教于光华大学*上海
暨南大学等现代学府"现代词学传统的种子就此
播下) 龙榆生于 ,"## 年创办-词学季刊."专门
刊发词学文章"刊物汇聚了夏承焘*唐圭璋*卢前
等著名学者"影响甚钜) 曾大兴将现代词学谱系
划分为南派与北派"南派多传统词人"龙氏受砚于
朱彊村"自归入南派词学&曾大兴 ,$#+,,,')
南派词学承嗣常州词派"将自己纳入词统"标举南
宋词"但龙榆生却表现出异于其师的广阔视野"揭
橥苏辛!

私意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
宗!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
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幹"张孝祥"陆
游"刘克庄诸人% 以清雄洗繁缛!以沉挚
去雕琢!以壮音变悽调!以浅语达深情!
举权奇磊落之怀!纳诸镗鞳铿■之调%
&龙榆生!-龙榆生学术论文集. #$$'

胡明先生曾将龙氏归入#体制内派$的学者
&胡明 ,X+%"'"但龙榆生显然有着跳出传统词
人的意识"努力将自己拉上由#学词$而#词学$的
路径"尝试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词学) 其撰
-词学研究之商榷.一文"明词学与填词之别!

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
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 推求各曲
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
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
学$% &%4,'

#北派$的胡云翼也是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
词学的有力推动者"胡明先生将其划入#体制外

派$) 胡云翼并非传统词人"自己不创作"也不主
张他人填词) 他在-词学概论.中云!#我这本书
3词学4"而不是3学词4"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
样去学习填词 /660) 词体在五百年前便死
了)$&#词学概论$ ,ZY'在与过去#断裂$后方可
对过去进行指涉&阿斯曼 %#+%Z'"而词学完成
现代转型的要求是与词统决裂"胡云翼通过#拒
绝填词$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份置于词统之外) 死
亡是造成#断裂$最原始的形式"胡云翼的#死亡
宣告$恐怕不仅仅是源于建立现代词学的自觉"
更是受胡适#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观念的影响
而产生的) 唐宋乃至明清"词家的理论都是为其
创作张本"他们也是词史的一部分) 于是"当学者
跳出词统后"尊体的工作不再成为必要"南北优劣
的讨论不再与创作轨式相关"搭建统序的观念也
从词选中撤退)

,"4Z 年胡云翼来到上海"于是#南派$与#北
派$相遇"#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相会"当代上
海词学研究大幕由此启开) 庄子常常多方譬喻以
求达意"本文亦拟从多个角度入手"力图使它们彼
此照亮对方视域内的盲区"以勾勒上海词学界 Z$
年的灿烂图景)

一" 辉煌的历程! 上海词学研究的三个时期

我们把 Z$ 年的上海词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
个时期为转型期"从 ,"4" 年新中国成立到 ,"ZZ
年"接近三十年"其实只有一半时间在进行词学研
究) ,"XY 年胡云翼去世"次年龙榆生去世"加上
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此后上海词学研究基本处
于沉寂状态) 第二个时期为繁盛期"从 ,"Z+ 年高
校恢复研究生招生到 ,""" 年"上海词学在经历沉
寂后"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盛) 第三个时期为发
展期"即 %$$$ 年至今)

!一" 转型期
此时期受泛政治化思想的影响"学术研究往

往会跌入庸俗社会学的陷阱) 这一时期的词学研
究明显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前"且对之后的学术研
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认为应称之为转型期)
马兴荣先生在-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中认
为这一时期有着重思想轻艺术的问题"进而导致
重婉约*轻豪放&马兴荣 %,+#4')

豪放与婉约的二分法由张■-诗馀图谱.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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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其端"后之踵武者甚繁) 龙榆生在新中国成立
前曾力辟此二分法!#必执南北二期"强为画界)
或以豪放婉约"判作两支"皆囫囵吞枣之谈"不足
与言词学进展之程序)$ &-龙榆生学术论文集.
%"Y'但他对苏辛的推崇"以及别建晁补之*叶梦
得*张元幹*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为一宗的主
张"让他不自觉地又滑入二分法的畦畛) ,"4" 年
前龙榆生对苏辛词风的崇尚源于当时的社会

形势!

且今日何日乎( 国势之削弱!士气
之消沉!敌国外患之侵凌!风俗人心之堕
落!覆亡可待!怵目惊心!岂容吾人雍容
揖让于坛坫之间!雕镂风云!怡情花草!
竞胜于咬文嚼字之末!溺志于选声斗韵
之微哉( &%""'

显然龙氏认为当时#国势削弱$#士气消沉$"苏辛
之词有别于#雕镂风云"怡情花草$之词"面向现
实"发悲壮慷慨之音) 在 ,"4" 年后"由于泛政治
化思潮的影响"文学过分强调人民性*社会性"于
是对豪放派的推重势所必至) 在这样的浪潮中"
龙榆生对二分法的态度由之前的不自觉地陷入"
变成了主动地妥协"其在 ,"YZ 年-新建设.上发
表的文章-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中说道!#后人
把它分作豪放*婉约两派"虽不十分恰当"但从大
体上看"也是颇有道理的)$ &XXY'但龙氏在此阶
段对苏辛的重视"不仅仅是对新中国成立前观点
的延续"也不仅仅是迫于时势"他在 ,"X4 年所作
-卜算子.中说!#密处不通风"疏处能驰马) 出入
苏辛周贺间"旨在抑骚雅)$ &-忍寒诗词歌词集.
#,+'显然他此时希望借助苏辛反拨清代常浙词
派之失) 可见表面上新中国成立前后学术观点一
以贯之的龙榆生"其主张的内涵前后实有不同)

胡云翼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宋词选.也表现
出了对豪放的推重"此书选词数量以辛弃疾*苏
轼*刘克庄分列前三"分别是 4$ 首*%# 首*,% 首)
刘过的一些词流于粗俗叫嚣"但胡云翼却认为这
类词#正好冲淡宋词里面的脂粉*油腻气"不足为
病$&胡云翼"-宋词选. %Y4'"这样的审美趣味明
显异于胡云翼在 ,"%+ 年出版的 -抒情词选.)
-抒情词选.选录欧阳修词最多"辛*苏*刘则分别
入选 ,$ 首*,, 首*Y 首) 重思想内容而轻艺术特

征的趣向在-宋词选.中也有显现"如谈到晏殊!

*++,经过苦心的刻画而又不显
得斧凿痕迹% 在写景方面具有这种特色
的作品比较多*++,% 但是!字句的工
丽不 足 以 文 饰 作 品 内 容 的 空 虚%
*++,王灼-碧鸡漫志.里说1#晏元献
公长短句!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
秀洁!亦无其比%$这是离开思想内容而
空谈他的风格*++,% &-宋词选. "'

此时期全国的词学研究都卷入忽视艺术特征

的潮流"但在上海词学界也并非无人察觉此弊端)
龙榆生就曾在 ,"YZ 年发表 -谈谈词的艺术特
征."在这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万云骏也发表论文
-词话论词的艺术性."他在文章中说!#重视词的
艺术性"不要低估婉约派词人在文学史*诗歌史上
的地位和作用"这恐怕也不是对古典文学遗产的
批判地继承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吧)$ &万云骏"
#词话论词$ X,'但这微弱的呼喊转眼便淹没在
重思想内容*重豪放的滚滚浪涛中) 粗暴地将词
分为婉约豪放"将词人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将豪
放视为主流而婉约为逆流"这样的二分法在这一
时期几成定论"这导致对文本和作者的理解趋于
简单化*片面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二分法一无是
处"其对于消解清代以来词分南北的观念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还掀起了关于李清照

的大讨论"上海词学界也参与其中) ,"Y+ 年复旦
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唐宋词小组在-复旦大学学
报.发表文章-批判刘大杰先生在李清照评价中
的资产阶级观点."认为李清照的词并没有反映
出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历史的真实面貌"脱离了人
民大众"她反对词体解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使其
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坑) 这场大讨论最终也随着
肯定李清照一派的妥协而消退) 这一时期所产生
的问题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上海词学的繁盛期"
才得到清算) 此后"学术研究进入了近乎停滞的
状态)

!二" 繁盛期
转型期过后上海词学界迎来了繁盛期) 龙榆

生遗著-唐宋词格律.实为此时期上海词学研究
之嚆矢) 该书原名-唐宋词定格."是龙先生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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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开拓! 上海词学研究 Z$ 年述评

海音乐学院任教时的讲义"张珍怀整理校勘并在
卷末附-词韵简编.","Z+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 自此"沉寂十年的上海词学界又活跃起来)
这一时期词学研究的展开建立在对前期潮流的反

拨上"在批判中反思"在反思中开拓"积蓄已久的
力量喷薄而出"终于造成了词学研究鲜花着锦般
的繁盛) 此时期有两股大的潮流"其一是对前三
十年的纠偏"其二是西方理论的涌入)

所谓纠偏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为婉约正名"
一方面是对艺术特征的强调) ,"Z" 年万云骏在
-学术月刊.上发表-试论宋词的豪放与婉约派的
评价问题+++兼评胡云翼的1宋词选2."认为豪
放派与婉约派并不能截然二分"#苏轼辛弃疾等
豪放派词人"也有不少婉约之作$&万云骏"#试论
宋词$ 4Y'"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融合的
一面) 同时万先生也指出豪放派一些#以诗为
词$#以文为词$的词作"使词议论化*散文化而缺
少比兴) 文章把矛头对准了胡云翼的-宋词选.
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他们对豪放
派#悬着一个一般皆好的标准$"对婉约派#悬着
一个一般皆不好的标准$ &4X') 万云骏借着对
胡*刘二人的声讨"指明了之前的词学研究受到
#文艺上3左4的倾向的影响$ &4+'"他同时指明
了重豪放轻婉约和词分二派的偏颇"为上海词学
界将要开始的婉约豪放大讨论导夫先路) 钱鸿瑛
女士在同年也撰文-婉约词散论."提出婉约和豪
放是不能分优劣的"同时反驳了胡云翼*夏承焘斥
周邦彦*姜夔为#形式主义$ #格律派$的观点"肯
定了周*姜二人创作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为婉约
派张本&钱鸿瑛 %,+%X') -西北大学学报.,"+$
年第 # 期以-词的#派$与#体$之争.为题"刊登了
周楞伽与施蛰存的往来通信"两人对婉约豪放二
派是流派还是风格的问题展开争鸣) 施先生认为
婉约词人有豪放之声"豪放派词人亦作婉约之语"
截然二分而以豪放为正宗则陷入#极3左4之论$"
豪放婉约实指风格而言"决不能以词派视之) 周
楞伽则坚持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说法"认为#如果
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
&施蛰存 #%%+%Z') 此外"蒋哲伦*高建中等沪
上学者也参与到大讨论中) ,"+# 年由华东师范
大学举办的第一次词学研讨会进一步深化了豪放

婉约的论争"会上就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说法是否
成立以及孰为正变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纷繁的聚讼中"王水照先生别出手眼","+4
年他在-中华文史论丛.第 % 辑发表-苏轼豪放词
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一文"认为苏轼#以诗为
词$的创作革新与其#豪放$的创作个性互为表
里"而清人的二分法具有以豪放婉约分派和以正
变分派两种内涵"于是豪放派和婉约派成为了革
新派和传统派的代名词) 他指明二分法#既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
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
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
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
两种不同趋势$ &王水照"-苏轼研究. ,+%') 对
于当时词学界要破除二分法的意见"王先生认为
只要厘清了二分法的内涵"且又约定俗成"大可继
续沿用)

这一时期对婉约豪放优劣的重新反思"导致
大量研究婉约词人的优秀成果出现"如徐培均
-李清照.*万云骏-温庭筠.*王水照-韦庄.*陈
邦炎-吴文英. -周密词传.*钱鸿瑛-柳周词传.
等) 尤其是对前一时期被斥为#形式主义$#格律
派$的周邦彦*姜夔的研究"更是成果颇丰) 如蒋
哲伦校编的-周邦彦集.-周邦彦词选注.*钱鸿瑛
-周邦彦词赏析."单篇论文如蒋哲伦-论周邦彦
羁旅行役词.*刘永翔-周邦彦家世发覆.等"钱鸿
瑛 ,""$ 年出版的-周邦彦研究.从周邦彦之生
平*周词之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对其爱情
词*羁旅词*咏物词分而论之"是第一部全面研究
周邦彦的专著)

与此相勾连的是对李清照评价的讨论"此时
期对易安的评价多是赞美称颂"迥异前辙) 徐培
均在-李清照.一书中对其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
的肯定"认为其感情深至"直抒己意"坐实了王士
禛对她#婉约之宗$的评价) 但是徐先生撰文时
毕竟刚进入 +$ 年代不久"未能全脱前期学术界对
易安词思想的斥责"他在书中说!

李清照的词作虽然艺术成就很高!
但她后期有些作品内容过于伤感!情绪
过于低沉% 这虽然是那个时代给她留下
的创伤!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具有认识
意义!但它们毕竟缺乏一种积极的鼓舞
人心的力量% 我们在阅读欣赏这类作品
时!应该批判地予以对待% &徐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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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 "%'

随着学术界对前期反思愈加热烈"徐培均
,"+, 年发表文章-浅谈爱国词人李清照."在思想
内容方面对易安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她#无
论在诗中"还是在词中"基本上都是以爱国主义为
基调"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并给其加上了
#爱国词人$的头衔 &#浅谈爱国词人李清照$
,#$+#,') 顾易生于 ,"+% 年发表文章-北宋婉
约词的创作思想和李清照的1词论2."对于在前
期被称为阻碍词体革命的-词论.进行了肯定"认
为李清照#别是一家$强调词有别于诗的观点具
有进步意义) 作者可以大胆借助词抒发真情实
感"反对卫道者的戒律"具有解放意义&顾易生
+4+"%')

在对李清照的评价问题进行反拨时"学界难
免从一个误区滑向另一个误区"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 面对学术界对李清照的称扬"赵山
林发表文章-谈谈李清照词的评价问题."对#婉
约派到李清照发展至顶峰$ #李清照打开闺情词
的新阶段$#李清照对慢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
观点进行纠偏"但他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肯定
了李清照的艺术成就以及-词论.在词史上的价
值&赵山林 XY+Z$')

在前期研究中还存在着过于重视思想内容"
而忽视词的艺术特征的问题"纠偏的另一方面就
是对艺术特征的重视) 万云骏于 ,"Z" 年发表-词
话论词的艺术特征."紧接着于 ,"+$ 年发表-评
胡云翼1宋词选2.直指胡云翼论词时忽视艺术"
#把字句描写和思想内容割裂开来$&#评胡云翼$
X#+Z,') 此后"在上海词学界"如程俊英-诗经
的语言艺术+++兼谈诗词曲的修辞.*狄兆俊-从
白石词看词语的锤炼.等对词的艺术特征展开讨
论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对艺术特征的重视这一潮流同时伴随的是对

理论方法的重视) 进入新时期后"五花八门的西
方理论一股脑涌入国内","+, 年李泽厚-美的历
程.出版掀起了再一次的美学热"+$ 年代中期在
学术界出现了所谓方法年"系统论*控制论*符号
学*阐释学66学术界像干涸已久的土地"如饥似
渴地吸取着理论的水分"这极大程度上消解了
#左$倾思潮所带来的创伤) 邓乔彬*方智范*高
建中*蒋哲伦*钱鸿瑛等学者先后发表词论方面的

论文",""4 年出版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是上海词
学界对于词论研究的集中表达) 该书由方智范*
邓乔彬*高建中*周圣伟合作完成"第一次对词学
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构建起了词这一文体的
批评通史) 这一时期美学热在上海词学界促成了
三部专著的诞生"即钱鸿瑛-词的艺术世界.*邓
乔彬-唐宋词美学.*吴惠娟-唐宋词审美观照.)
钱鸿瑛的-词的艺术世界.作为第一本关于词的
美学著作"框架即创作主体论*审美主体论*作品
本体论*鉴赏主体论"其论述明显受到康德*格式
塔美学等西方理论影响"但作为全国第一部这方
面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对词艺术性的回归大潮与美学热相互作用"
鉴赏热随之而来"各类选本赏析层出不穷"上海辞
书出版社于 ,"++ 年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堪
称鉴赏热集大成的成果) 上海学界施蛰存*万云
骏*陈邦炎*朱金城*顾易生*马兴荣*王运熙*徐培
均*钱鸿瑛*王水照*蒋哲伦*方智范*邓乔彬*高建
中*赵昌平*朱易安等学者都参与其中) 该书收录
了唐*宋*辽*金共 #%Z 位词人的 , Y$$ 多首词作"
共计 %"Y 万字) 文本细读的主张并未让学界的眼
光囿于微观"相反"反思与回归的主题所带来的
#重写文学史$的呼喊让人们#以小见大$而喜从
宏观立论"-文学遗产.专设的#古典文学宏观研
究征文选载$就是对这一时期气息的敏锐捕捉)

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专门刊发词学学术论文的

期刊+++-词学.也诞生在这个时期的上海) 该
刊物于 ,"+, 年由施蛰存先生创办"施蛰存*马兴
荣与夏承焘*唐圭璋一同担任主编"宛敏灏*万云
骏等著名学者担任编委) -词学.分为著述&论
述'*文献*转载*书志*文录*词苑*琐记*图版等
栏目"为词学界新老学者提供了重要平台"-草堂
余意.-支机集.等珍贵文献版本皆由-词学.刊
出"同时-词学.还将目光投向海外"创刊号就刊
登了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的文章"其后第九辑作
为海外词学研究特辑刊发了高友工*孙康宜*约翰
(休斯*村上哲见*车住环等十余位海外学者的文
章) ,"+# 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及词学编辑部
组织了第一次全国词学讨论会"词学会筹备委员
会亦在会上成立"唐圭璋担任会长"施蛰存担任副
会长"马兴荣任秘书长"努力构建起词学界的#朋
友圈$) ,""Y 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词学研
讨会"这次研讨会是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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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举办第一次词学国际研讨会后"为求与大
陆学者交流"委托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研
讨会) 大会对主题本未加以朝代限定"但提交的
文章几乎都与清词相关"以至于-中国韵文学刊.
在简讯中将之称为 #清代词学研讨会$ &文之
,%$') 词学研究的重点由唐宋转向清代的趋势
已经呼之欲出)

在这一时期"刚刚走出沉寂的词学研究迅速
进入了百花齐放的繁盛期",""X 年出版的由马兴
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的-中国词学大辞典.正
式为这个阶段进行总结陈词) 该辞典收录词学条
目 Z %$$余条"按术语*词人*流派*词集等十二个门
类编次"卷末附有-二十世纪词学研究书目."胡明
先生称之为#词学全部作业的交卷$ &胡明 ,X+
%"') 这个阶段的主题是回归与反思"从庸俗社会
学笼罩下的讨论回归到词学本身"反思新中国成立
以来词学研究的错误倾向"在回归与反思中词学也
迎来了蜕变"为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作好了准备)

!三" 发展期
在经历了繁盛期的喧闹后"词学研究渐渐趋

于冷静"人们开始对之前的狂热进行反思) 如这
一时期对李清照评价的再讨论"上海词学界以彭
国忠*周茜的文章为代表) 彭国忠对学界过高评
价李清照的现象进行了鲁迅所谓#拆屋$式的纠
偏"其-李清照1词论2的价值重衡.从多方面对
-词论.进行重衡"认为李清照提出#别是一家$是
以#诗$是正统而词不能与诗文地位相等为前提
的"李之仪早在-词论.之前就已经提出#自有一
种风格$且更为深刻"-词论.在谈论音律与评价
词人时也存在着错误&彭国忠"#李清照-词论.$
X"+ZX') 在之后的-试论李清照词中的花草意
象+++兼论李清照词创作的低俗倾向.中"彭国
忠进一步提出李清照在创作实践中未能贯彻其理

论"其词中的花草意象或情物扞格"或无所寄托"
用典方面也多是俗典*熟典 &#试论李清照词$
Y%+X$') 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存在的
问题.认为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存在三
大方面问题! 一是-金石录.中金石及拓片来源并
不皆合法"其中有非法手段获得者%二是李清照在
赵明诚去世后对-金石录.文字的润色"不符合赵
明诚原意%三是-金石录.对欧阳修进行多方面几
乎否定性的批评"多有不当 &#赵明诚李清照$
%Z,++"') 周茜认为历代对李清照评价的变化

源于历代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而 %$ 世纪
以来李清照词史地位的提高与女性解放思潮和对

白话文的重视息息相关"其流传至今的作品数量
也十分有限"究竟李清照的词学史地位如何"我们
应该更客观冷静地去分析&周茜 ,$%+,%')

这一时期词学界的学术视野不再局限于思想

内容与艺术特征的二元对立"而是将词的研究纳
入广阔的文化视域中"词与佛禅*词与书画*词与
理学等都被上海词学的目光所聚焦) 王晓骊-唐
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杨万里的-宋词与宋
代的城市生活.和彭国忠-唐宋词与域外文化关
系研究.都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词进行审视)
文化研究的流行"与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回归历史
语境的思考息息相关)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初
期#左$倾思想的偏颇与 %$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
理论的热潮"人们察觉到这两种趋势在学界审视
传统学术时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一定的遮蔽"概念
先行的研究常常会把人拉到削足适履的斜坡上越

走越远) 这一时期在美学热*方法热渐渐褪去后"
学者们在研究时往往伴随着回归历史语境和民族

话语本位的思考"力求消解以逻辑自洽为目标的
#强制阐释$) 但是"词学理论的研究远远滞后于
诗文理论"其现代阐释尚未深入) 这也导致了词
论在面对古代诗文理论开始寻求民族本位话语转

向时"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
词学研究者选择了暂停在#外缘$"如马里扬在
-内美的镶边! 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说!
#这里并不急于3解释4+++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但如果没有足够可用的研究条件"则还是
停留在3外缘研究4本身为妥当)$ &马里扬 "'马
里扬将文学的外缘研究区别于外部研究"把其视
为通向文学#内美$的途径"于是该著从文本形态
与历史考证出发"希望对文本的深入提供帮助)
上海词学界对于理论的直接讨论少于上一时期"
蒋哲伦*傅蓉蓉-中国诗学史(词学卷.是为数不
多的词学批评研究成果之一)

相比于宏观的一代词史与微观的专人探讨"
这一时期#中观$研究流行起来"即对某一时间段
或某一词人群体进行考察) 上海词学界的研究成
果如彭国忠-元祐词坛研究.*金国正-南宋孝宗
词坛研究.*赵惠俊-朝野与雅俗! 宋真宗至高宗
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等) 彭国忠-元祐
词坛研究.可谓开沪上此风气之先"是书将作为

(4"(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X 期

年号的元祐进行了文化上的延伸"以之指代北宋
后期词坛"在结构上未以词人为中心"而是从北宋
后期词坛上的现象切入展开论述"力求回归历史
语境来规避一些当下概念所造成的遮蔽) 赵惠俊
作为 "$ 后的新生代学者"其新著-朝野与雅俗!
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从党
争视域下朝野空间的离立*词学概念上的令曲与
慢词之别以及士人身份的转变等角度"勾画出多
线的词体雅化进程)

在视角的转换中"#地域$逐渐被重视起来"
大者如江南*岭南"次者如上海*松江) 尤其在明
清"创作群体的形成多是以地缘和学缘为纽带"所
以对地域词学的讨论也以明清为多"如李康化
-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朱丽霞-清代松
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等) 宋代词人虽未有如明
清词人一般自觉的群体意识"但创作亦会得江山
之助"杨海明先生就曾提出词是一种#南方文学$
&杨海明 YZ+X%') 姚惠兰-宋南渡词人群与多
元地域文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入手"对宋代南
渡时期两浙*江西*八闽*岭南*巴蜀等地词人群体
的交游活动*创作风格进行了考察)

在词学研究中"明清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唐宋"
尤其是民国词"由于其#不古不今$的位置以致长
时间得不到学者青睐) 新世纪以来"随着词学研
究的不断深化*-全清词(顺康卷. -全清词(雍
乾卷.等大型文献整理成果的出版"越来越多学
者的目光聚焦于明清词乃至民国词上) 除了上文
提及的专著外"金一平-柳洲词派+++一个独特
的江南文人群体.*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明
清词派史论.*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
曹辛华-民国词史考论.*李康化-近代上海文人
词曲研究.等都是上海词学界明清及民国词研究
重要成果) 其中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
究.上编着眼于经学与词学的渗透"下编着眼于
中西文化冲突中现代词学的确立"以传统词学的
现代转换为视角"打破了清末与民初的断代壁垒"
对近二百年的词学思想转型进行了通贯式的研

究) 明清及民国词学文献现存数量极大"-全清
词(顺康卷.-全清词(雍乾卷.等也未能做到网
罗无余"尤其民国词更是大多未经整理"朱惠国*
曹辛华二位教授在这方面用力甚勤) 朱惠国主编
的-清词文献丛刊.已经出版两辑"其主要是对尚
未刊出的清代词学文献进行影印汇编"朱先生的

-民国名家词集选刊.收录影印民国词集 +" 种"
以作者生年排序"并且对词集作提要附于书后)
曹辛华主编的-全民国词.作为断代总集"目前已
出版第一辑"收录了 %%$ 多名词人 % 万余首词作"
对于推动民国词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二" 广阔的研究视域

龙榆生在-词学研究之商榷.中将词学研究
分词乐之学*词韵之学*图谱之学*声调之学*校勘
之学*目录之学*词史之学*批评之学八个部分)
之后唐圭璋和金启华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中
将其概括为十个方面"即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
韵*词人传记*词籍版本*词籍校勘*词籍笺注*词
学辑佚和词学评论) 在此基础上"吴熊和*王兆鹏
等诸家亦有不同的划分) 本文无意讨论词学如何
划分"但是由此可见词学所包孕的内容是多方面
的) Z$ 年来"上海词学研究视域广阔"在各方面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部分便分而论之"前文已
谈到的就不再赘述"以达到开篇所谓#照亮对方
盲区$的目的)

Z$ 年来"在文献整理方面"上海词学界可谓
硕果累累) 施蛰存先生在词学文献搜集整理方面
贡献尤大"他发现元刊本-船子和尚拨棹歌.并加
以影印"贡献甚巨%他所编的-宋元词话.-词集序
跋萃编.皆撰于特殊时期"历经劫难而得以刊出)
-宋元词话.将散见于笔记*诗话*野史等著述中
论词之言辑出合为一编"与唐圭璋先生-词话丛
编.交相辉映) 此书是施先生抗战时期于厦门大
学任教时就着手编写的"手稿几经劫难"%$ 世纪
"$ 年代初由陈如江增补施先生旧稿"历时两年而
成"共辑宋元文献 %$Y 种"卷末附唐五代文献 Y
种) -词集序跋萃编.是施蛰存先生 %$ 世纪 X$
年代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时所抄

录"此书广辑唐五代至明清词集序跋以及词话*词
谱*词律序跋"萃成一编"共 X$ 余万字) 这部书稿
于 "$ 年代初重见天日"但因时间久远"纸质酥脆"
又经多名学生重新誊录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此外"施蛰存先生在创办-词学.后"又将
他保存的龙榆生藏朱印本陈铎-草堂余意.以及
蒋平阶-支机集.等珍贵秘本刊登在-词学.文献
栏目中)

蒋哲伦*杨万里所编-唐宋词书录.收录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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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辽*金词学文献以及今人 %$$4 年以前词
学著作"其中古籍皆标明馆藏及版本状况) 全书
以类编次"分总集*合集*别集*词谱词韵*研究资
料和今人选析六部分"共 Z$ 余万字"是目前部头
最大的词学目录)

在别集整理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词林集珍丛书$#宋词别集丛刊$及#中国古典文
学丛书$可谓嘉惠学林) 沪上学者多有参与"#词
林集珍丛书$如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方智
范-梅溪词.*高建中-乐章集.*邓乔彬-■州渔笛
谱.*陈邦炎-梦窗词.等"#宋词别集丛刊$如马兴
荣-山谷词.&与祝振玉合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
短句.等"上海古籍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如徐培均
-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李清照集笺注.*聂安福
-韦庄集笺注.*马兴荣-山谷词校注.&与祝振玉合
作'*蒋哲伦-石林词笺注.*张草纫-纳兰词笺注.
等) 近代词学文献整理除前文提及的朱惠国*曹辛
华二位教授的成果外"还有李保民-吕碧城词笺
注.*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等成果)

在词人研究方面"徐培均对秦观和李清照的
研究*王水照对苏轼的研究*钱鸿瑛对周邦彦和吴
文英的研究等皆享誉词林) 徐培均对秦观的研究
自 ,"+Y 年出版整理本-淮海居士长短句.后层层
深入"之后所撰-淮海集笺注.达一百四十余万
字) 历来撰秦观年谱者"多依万历年间秦淇-淮
海先生年谱.而加以增损修订"难出前人窠臼"疏
漏较多) 徐先生-淮海集笺注.对秦观诗词文详
加注析"考订秦氏生平"在此基础上又成-秦少游
年谱长编."此书广征材料"注重依据秦氏作品探
究行实"匡正了旧谱错误"对其家世*交游*文学活
动等都作了详尽的考证"可谓秦观生平研究的扛
鼎之作) 王水照先生在-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总
序.里谈道!#对历史人物进行个案研究"通常采
用专题论析*作品解读*人物传记*作家年谱等著
述体裁"以期从多种角度*不同层面来展示历史人
物的真实全貌)$&王水照"-苏轼传稿. %'徐培均
先生对李清照的研究也是这样多方面立体展开

的","+, 年出版评传-李清照."其后又有-李清照
集笺注.-李清照及其作品选.等成果)

王水照是苏轼研究的权威"成果颇丰"有-苏
轼研究. -苏轼传稿. -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
-苏轼选集.等) 王先生还和其门生崔铭合作撰
写了-欧阳修传! 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 -苏轼

传! 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和朱刚一同撰写了
-苏轼评传.) 此外对于词人研究的成果还有朱
东润-陆游传. -陆游研究. -陈子龙及其时代.*
马兴荣-王鹏运年谱. -郑文焯年谱. -朱孝臧年
谱.-夏孙桐年谱. -况周颐年谱. -唐圭璋年谱.
-丁宁年谱.-沈祖棻年谱.*钱鸿瑛的-周邦彦研
究.*陈邦炎-吴文英. -诗词名家论集.*周锡山
-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彭国忠-宛敏灏先生年
谱.*周茜-映梦窗!零乱碧+++吴文英及其词研
究.*倪春军-李冰若年谱.等)

自明以降"选家常常将个人词学观有意识地
通过词选表现出来"浙*常二派更是以词选的方式
昭示统序与轨式"为其填词剖明涂辙) 这种观念
一直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如胡云翼-宋词选.崇
豪放而轻婉约"施蛰存-宋花间集.-清花间集.则
为了赓续花间词统"选家都将自己的词学观自觉地
注入词选中去) 虽然词选的数量与日俱增"但选家
的个人色彩在之后的词选中却逐渐开始退场"词选
更多地扮演着文化普及的角色"注释渐详"赏析渐
丰) 其或为某一词人之选"如徐培均-苏轼诗词
选.*钱鸿瑛-周邦彦词赏析.*罗立刚-多情自古伤
离别(纳兰词.*陈如江-一片幽情冷处浓(纳兰
词.等%或为某一类型之选"如马兴荣-唐宋爱国词
选.*徐培均-婉约词萃.*彭国忠-江南词.等%或为
某时代之选"如徐培均-词林观止(北宋卷.*许宗
元-宋词精华分类品汇.*高建中-宋词评点.等)

对异域词学的关注"是上海词学研究的一大
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张珍怀首先将目光投向海
外"她先后发表文章-漫话东瀛倚声学. -日本的
词学."对日本词的创作进行了宏观巡览"之后她
注释校勘的夏承焘-域外词选.出版"此选本分
-日本词. -朝鲜词. -越南词.三卷"张珍怀除详
加注释外还为词人撰写了小传) 张珍怀另有-日
本三家词笺注.一书编选日本明治时代森槐南*
高野竹隐*森川竹磎三人词作近三百首) 这本词
选完成于 +$ 年代初期"她 ,"+, 年撰写的-1日本
三家词笺注2序.中就提到已经完成了此书"但却
因出版社方面的原因而迟迟未能出版&张珍怀
,,$+,"'"直到张珍怀谢世后的 %$$" 年才在大陆
面世) -词学.在创刊时就放眼海外"刊登了日本
学者松浦友久的文章-关于越调诗的二三问题.
并设立#转载$这一栏目专门转载海外词学研究
成果) ,"", 年王水照*保苅佳昭编选-日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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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词学论文集.并由邵毅平等人译为中文"较
为充分地展现了日本学者的词学研究成果"其前
言由王水照先生撰写"对日本当代学术界的词学
研究第一次作了全面介绍"与张珍怀的成果相得
益彰) 杨焄-域外汉籍传播与中韩词学交流.一
书是上海词学界海外词学研究的新成果"此书注
重在汉籍传播的过程中展现中韩词学的交流互

动"如韩国■栝词的创作*对苏轼朱熹词的步和与
拟效等"此书还注意在汉籍环流的背景下考察韩
国词论与词作"如关注到许兰雪轩*李齐贤的作品
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刘宏辉博士论文-中国词
学文献东传日本研究."梳理了中国词学文献东
传日本的历程"将其历程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段"分
析了每个时段东传的途径和规模*价值与影响)

上海音乐学院是上海学界研究词乐的主力

军) 陈应时-论1白石道人歌曲2集曲谱中的调.
等文章对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进行讨论"此外陈
先生还撰写过一系列关于燕乐的文章"如-论唐
宋燕乐中的闰角调. -燕乐调若干问题探讨. -燕
乐#四宫$说来龙去脉. -唐宋燕乐角调考释.等)
刘明澜对词乐用力较多"撰文多篇"如-论白石词
调歌曲的拍眼. -唐宋词乐演唱艺术初探.等"其
专著-中国古代诗词音乐.是一部诗词音乐史"虽
然词乐文献短缺"但刘著认为曲乐中有词乐的遗
存"故其用-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纳书楹曲谱.
来研究词乐"对词的腔调*体式进行了探讨"同时
对依谱填词的创作方法也有较大篇幅的论述)

此外"上海音乐学院还有一批学位论文也对
词乐进行了讨论"硕士论文如郭佳媚-苏轼词作
演唱初探.*张冰-李煜词演唱初探.等"博士论文
如赵玉卿-姜白石俗字谱歌曲研究.等"黄艺欧
-北宋音乐编年史.*吴志武-1新定九宫大成南北
词宫谱2研究.等虽非专论词乐"但亦有所涉及)
因为词乐方面的研究太过专门"研究者主要集中
在上海音乐学院"其他单位仅有罗立刚等寥寥几
人撰写过相关文章)

词谱方面的成果较少"除龙榆生遗著-唐宋
词格律.外"仅有狄兆俊先生-填词指要.) 但狄
著旨在指导青年学子填词"仅选词调八十个"考其
格律"扩大了可平可仄的范围"以便今人入门使
用) 朱惠国先生正主持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
#明清词谱研究与-词律. -钦定词谱.的修订$"
相信词谱方面的成果指日可待)

三" 群体的多样与传承

曹辛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提
出了#上海词学研究群体$&曹辛华 4%$'的概念"
这个群体呈现出多样性和传承性并存的特点) 其
多样性体现在群体构成方面"高校教师*硕博生*
研究院以及出版社是上海词学研究群体的主要构

成部分) 自 ,"Z+ 年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一
大批年轻的学者渐渐登上舞台"为词学研究的队
伍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形成了老中青递进交替的
良性发展模式) 其中以华东师范大学词学硕博学
位论文数量为最"至今已达百余篇"且对于词学研
究的热爱与努力也在师生间传承) 如邓乔彬*方
智范*赵山林*高建中*周圣伟*朱惠国等学者皆毕
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师从施蛰存*万云骏*马兴荣
等学界前辈"而他们的学生如彭国忠*周茜*李康
化*金国正*姚惠兰*王毅等皆继续从事词学研究)
又如聂安福*崔铭*张璟师从复旦大学王水照"杨
万里*傅蓉蓉师从上海师范大学蒋哲伦"他们已经
成为当今上海词学界的中流砥柱)

硕博生论文有着较为强烈的师门色彩"即在
导师的影响下"往往体现出对相同或相近主题的
关注) 如彭国忠指导的博士论文褚为强-明代宋
词学研究.*孔哲-清代宋词学研究.*陈婷婷-民
国宋词学研究.*凌念懿-宋词学的发生! 宋代宋
词学研究.皆是对宋词学史的研究%朱惠国指导
的博士论文桂珊-晚清同光词坛研究.*马强-沤
社研究.*谢燕-近世京津词坛研究.*徐燕婷-民
国女性词集研究.*吴晗-舂音词社研究.显然集
中在近代词学) 但近来也由原来的师门影响扩大
到兴趣所致"像复旦大学刘宏辉-中国词学文献
东传日本研究.*张炎-浙派词研究史.*赵惠俊
-朝野与雅俗! 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
雅化研究."三位青年学者的导师都不是专门研
究词学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培均*钱鸿瑛*王毅等亦是
上海词学研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培均*钱
鸿瑛曾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上海音乐学院与张珍

怀等跟从龙榆生学习) 徐培均甚得龙先生青睐"
其时担任词学课代表"龙氏还赠其-小重山.一词
加以勉励) 钱鸿瑛曾受圆形端砚一方于龙榆生"
龙先生亦填-小重山.赠之) 二人的词学研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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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婉约词人"徐先生对秦观*李清照的研究更
是蜚声海内)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享誉学界的出版传媒单

位"其出版的#词林集珍丛书$#宋词别集丛刊$汇
集了一大批词学专家"除上海词学界专家之外"还
有如钟振振*曹济平*吴熊和*杨海明等各地名家"
大大推动了词集的校注整理工作) #中国古典文
学丛书$多有词人别集"如龙榆生-东坡乐府笺.*
詹安泰-李璟李煜词校注.*邓广铭-稼轩词编年
笺注.*夏承焘与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马兴
荣和祝振玉-山谷词校注.*徐培均-李清照集笺
注.-淮海居士长短句.-淮海集笺注.*罗忼烈-清
真集笺注.*蒋哲伦-石林词笺注.*聂安福-韦庄集
笺注.等"其中不少注本成为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审陈邦炎*王镇远*李保民等"
其本身就是词学研究的专家"尤其是陈邦炎先生对
吴文英以及清词的研究颇受词林赞誉)

小;结

经过转型期的变革和繁盛期的百花齐放"上
海词学在反思与开拓中不断探索着新的研究范

式)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研究
方法不断更新"上海词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通过龙榆生*胡云翼*施蛰存*万云骏等第一代词
学前辈的努力"现代词学研究在上海生根发芽"他
们培育的 Y$ 后*X$ 后*Z$ 后的学者成为如今上海
词坛的主力军"而 +$ 后*"$ 后的学者也逐渐登上
舞台"词学传统已经深深根植在上海"其研究队伍
形成了代际更迭的良性传承发展模式)

纵观 Z$ 年的历程"我们发现学术的讨论总是
通过对上一时期的反思来展开这个时期的讨论"
而在讨论中建立起的范式又将在下一个时期被再

次反拨) 在#思维轨道$中#脱轨$的声音或者被
视为逆流而撇下"或者将搭建起下一个时期的轨
道) 这种脱轨式变换是何原因呢, 我们是否可以
在一个轨道上加速前进呢, 西学观念在历经五四
对传统的反思后深深植入了现代人的思维"传统
的研究模式难以嵌入新的思维中去"在历史的交
错中传统学术难免一时失语) 传统学术的被迫重
生似乎注定了我们难以在短时期内寻找到可以安

稳行驶的轨道) 但这不断地变轨"是历代学者们
对寻找中国当代学术范式的探索"即使研究群体

师生相传"也并不囿于师法"不为前辈讳言) 相信
在这不断的反思与开拓中"词学将搭建起稳而快
的行驶轨道+++不断向前)

引用作品#6/)7(8"#%0$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
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Y 年)

/5..3'**" R'*04.-(.23-M#7*2)3%5 >32-)4'Q'-'F3('*%!
E2'('%B" L#7#7I23%/#" 3%5 A*-'('/3-,73B'%3('*%0
9('*.0R/* N:2I?I '*& UI'*< 8/'21:)*0 [)/O/*<!
;)L/*<T*/=)(./AC;().." %$,Y00

曹辛华!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 上海! 东方
出版中心"%$$X 年)

/@'2" 8/*:I'0;'6(*2)*+("#@(.5)*+$%/'#%(4"'%#6#
1'(#23(.2#0C*-.7#*+@/RA*#(2) @(.5'#60 N:'*<:'/!
(̂/)*A;IHE/.:/*<@)*A)(" %$$X00

顾易生!#北宋婉约词的创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词论.$"
-文艺理论研究.%&,"+%'! +4+"%)

/]I" \/.:)*<0#9:)@()'A/=)9:2I<:A2?]('1)?IE4'a;2)A(C
/* A:)S2(A:)(* N2*<QC*'.AC'*& >/f/*<_:'2̀.!"#*2)
*+@/RA*#(2)0$ !"#*2#('/3-@(.5'#6'% 1'(#23(.2#3%5 $2(%
&,"+%'! +4 "%00

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 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
%&,""+'! ,X+%")

/UI" b/*<0#5UI*&()&a\)'(@/a;2)A(CNAI&C0$ 1'(#232)
;#2'(3B#%&,""+'! ,X %"00

胡云翼!#词学概论$"-胡云翼说词.) 上海!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4 年) ,Z,+%#%)

/UI" \I*C/0#5* D*A(2&I1A/2* A24'a;2)A(CNAI&/).0$ ;.
9.%)'*% @/RA*#(2)0 N:'*<:'/! V'.A@:/*'S2(3'E
T*/=)(./AC;().." %$$40,Z, %#%00

+++! -宋词选.) 北京! 中华书局"%$,Z 年)
/ 0@#-#/(#5 @*%B @/aA*#760[)/O/*<! 6:2*<:I'[22L

@23B'*C" %$,Z00

龙榆生! -龙榆生学术论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Z 年)

/ >2*<" \I.:)*<0 4*--#/(#5 >663)6*+1*%B 9.6"#%B0
N:'*<:'/! N:'*<:'/@:/*).)@E'../1.;IHE/.:/*<U2I.)"
%$,Z00

+++! -忍寒诗词歌词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年)

/ 0 @#-#/(#5 A*#763%5 @/RA*#76*+1*%B 9.6"#%B0
N:'*<:'/! GI&'* T*/=)(./AC;().." %$,%00

马里扬! -内美的镶边! 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Y#(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X 期

/b'" >/C'*<0K*25#2*+>66#%/#! !"#8*27*+@/RA*#(2)!#&(
3%5 ;'6(*2'/3->Q'5#%('3-@(.5)0N:'*<:'/! N:'*<:'/
@:/*).)@E'../1.;IHE/.:/*<U2I.)" %$,+00

马兴荣!#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词学.) 上海! 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4)

/b'" 8/*<(2*<0#9:/(ACa\)'(NAI&C2?4'a;2)A(C./*1)A:)
G2I*&/*<2?A:);)2BE)̀.F)BIHE/12?@:/*'0$ @/a
;2)A(C0N:'*<:'/! V'.A@:/*'S2(3'ET*/=)(./AC;().."
,"+,0%, #400

彭国忠!#李清照 -词论.的价值重衡$" -文学遗产. #
&%$$+'! X"+ZX)

/;)*<" ]I2_:2*<0#9:)M'EI)2?>/f/*<_:'2̀.!"#*2)*+@/R
A*#(2)0$ 1'(#232);#2'(3B##&%$$+'! X" ZX00

+++!#试论李清照词中的花草意象+++兼论李清照词创
作的低俗倾向$"-中国文学研究.,&%$,,'! Y%+X$)

/ 0# *̂ A:)D3'<)2?GE2K)(.'*& ;E'*A./* >/f/*<_:'2̀.
4'R;2)A(C'*& A:)MIE<'(9)*&)*1C/* U)(72(L0$
L#6#32/" *+4"'%#6#1'(#23(.2#,&%$,,'! Y% X$00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存在的问题$"-历史
文献研究.,&%$,X'! %Z,++")

/ 0#;(2HE)3./* A:)L#/*256*+P'%6"'HC6:'2b/*<1:)*<
'*& >/f/*<_:'20$ !"#@(.5)*+;'6(*2'/3-J*/.7#%(,
&%$,X'! %Z, +"00

钱鸿瑛! -断烟离绪+++钱鸿瑛词学论集.) 上海!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年)

/f/'*" U2*<C/*<0!"#M#-3%/"*-)*+A32('%B! @#-#/(#5 E*2D6
*+S'3% ;*%B)'%B *% @/RA*#(2)0N:'*<:'/! N:'*<:'/
51'&)3C2?N21/'EN1/)*1).;().." %$$+00

施蛰存! -北山楼词话.)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N:/" 6:)1I*04*77#%(6*% @/RA*#(2)'% ("#<*2(" M*.%(3'%
@(.5)0N:'*<:'/! V'.A@:/*'S2(3'ET*/=)(./AC;().."
%$,%00!

万云骏!#词话论词的艺术性$"-学术月刊. % &,"X%'!
Y"+X,)

/7'*" \I*OI*0#9:)5).A:)A/1.2?@233)*A'(C4'R;2)A(C0$
$/35#7'/M*%("-)%&,"X%'! Y" X,00

+++!#试论宋词的豪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兼评胡
云翼的-宋词选.$"-学术月刊.4&,"Z"'! 4#+4+)

/ 0# *̂ A:)T*12*.A('/*)& '*& ]('1)?IEN1:22E.2?N2*<
@/a;2)A(C! @2*1I(()*A@233)*A2* UI \I*C/̀.@#-#/(#5
@*%B @/RA*#760$ $/35#7'/M*%("-)4 & ,"Z" '! 4#
4+00!

+++!#评胡云翼 -宋词选.$"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
&,"+$'! X#+Z,)

/ 0#@233)*A2* UI \I*C/̀.@#-#/(#5 @*%B @/RA*#760$
P*.2%3-*+<*2("=#6(<*273-T%'Q#26'()%&,"+$'! X#

Z,00!
王水照! -苏轼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Y 年)
/7'*<" N:I/_:'20$@(.5)*+@. @"'0[)/O/*<! 6:2*<:I'

[22L @23B'*C" %$,Y00
+++! -苏轼传稿.) 北京! 中华书局"%$,Y 年)
/ 0$K'*B23H")*+@. @"'0[)/O/*<! 6:2*<:I'[22L

@23B'*C" %$,Y00

文之!#清代词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中国韵文学刊.,
&,""Y'! ,%$)

/7)*" 6:/0#N)3/*'(2* 4'a;2)A(C/* f/*<QC*'.ACU)E& /*
N:'*<:'/0$ P*.2%3-*+4"'%#6#C#26#@(.5'#6,&,""Y'!
,%$00!

徐培均! -李清照.)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8I" ;)/OI*01'S'%BF"3*0N:'*<:'/! N:'*<:'/@:/*).)

@E'../1.;IHE/.:/*<U2I.)" ,"+,00
+++!#浅谈爱国词人李清照$"-社会科学. # &,"+,'!

,#$+#,)
/ 0 # *̂ A:);'A(/2A/14'a;2)A>/f/*<_:'20$ @*/'3-

@/'#%/#6#&,"+,'! ,#$ #,00

杨海明!#试论宋词所带有的3南方文学4特色$"-学术月
刊.,&,"+4'! YZ+X%)

/\'*<" U'/3/*<0# *̂ A:)N2IA:)(* >/A)('(CG)'AI().2?N2*<
4'a;2)A(C0$ $/35#7'/M*%("-),&,"+4'! YZ X%00

曾大兴!#二十世纪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素描$"-中国韵
文学刊.%&%$,,'! ,$#+,,)

/6)*<" Q'J/*<0#NL)A1:).2?N2IA:)(* '*& S2(A:)(* N1:22E.
@/a;2)A(CNAI&/)./* A:)%$A: @)*AI(C0$ P*.2%3-*+
4"'%#6#C#26#@(.5'#6%&%$,,'! ,$# ,,00

张珍怀! #-日本三家词笺注.序$" -文献. , &,"+#'!
,,$+,")

/6:'*<" 6:)*:I'/0#;()?'1)A2!"2##E2'(#26:$%%*(3('*%6(*
@/RA*#(2)*+P3H3%0$ !"#J*/.7#%(3('*% , & ,"+# '!
,,$ ,"00

赵山林!#谈谈李清照词的评价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4'! XY+Z$)

/6:'2" N:'*E/*0# *̂ A:)V='EI'A/2* 2?>/f/*<_:'2̀.4'a
;2)A(C0$ P*.2%3-*+@"3%5*%B <*273-T%'Q#26'() #
&,"+4'! XY Z$00

周茜!#李清照是第一流词人吗, +++由词学史引发的一
段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版'.X&%$$"'! ,$%+,%)

/6:2I" f/'*0#D.>/f/*<_:'2'G/(.Aa@E'..4'a;2)A,! 5
F)?E)1A/2* 2* A:)U/.A2(C2?4'a;2)A(C0$ P*.2%3-*+
<3%U'%B T%'Q#26'() & A"'-*6*H")" ;.73%'('#6" @*/'3-
@/'#%/#6' X&%$$"'! ,$% ,%00

*责任编辑' 程华平+

(Y4(


	Reflec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70-Year Study on Ci-Poetry in Shanghai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465123.pdf.hMV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