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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教育学院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2005 年

7 月 10 日至 13 日 ,在武汉大学召开 。来自大陆和香港 、台湾地区以及韩国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美国等国家的 80 余

名散文研究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 ,围绕回顾 、反思 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和展望 、开创 21 世纪古代散文研究的美好

前景这个中心议题 ,展开了热烈而细致的研讨。会议还举办了学术成果展览会 ,展出与会学者带来的古代散文研究论文

和著作 ,促进了专家学者之间更广泛 、更深入的接触与交流。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第一次盛会。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70 多篇。有的清理了近 10 年来古代散文研究成果及相关问题 ,有的侧重探讨了 50 年来散文

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有的回顾了百年来古代散文研究的历史。也有学者总结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情

况 ,而来自台湾和韩国的学者则重点介绍了各自近 50 年来古代散文研究情况与特色。总之 , 近百年来 ,中外学者尝试用

新思想 、新观念 、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散文 ,硕果累累 , 成绩可观。同时 ,与会代表也深切感到 ,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其

它领域相比 ,古代散文研究还显得相对滞后。因此 , 围绕如何提高古代散文研究学术水平 ,会议着重讨论了三个方面的

问题。

第一 ,近百年来古代散文研究回顾和反思 。
回顾和反思近百年来古代散文研究历史是为了继往开来 ,推陈出新。我们站在新旧世纪的交会时期 , 回顾和反思

20 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与展望 21世纪古代散文研究一样 ,都具有深远意义。

近百年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可大致以 20世纪 50 年代为界线分前后两期。前期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 、刘麟生《中国

骈文史》 、陈柱《中国散文史》等著作 ,开辟了古代散文研究的历史。此后 ,散文研究与诗歌 、小说 、戏曲等研究并列 ,成为

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古代散文研究的空前繁荣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据谭家健(社科院)统计 ,

1950 年到 2005 年间 ,出版古代散文论著近 300 种 ,资料编著数十种 , 发表论文则数以千计。其中 90%以上都是近 20 年

取得的。毫无疑问 ,这都将成为 21 世纪古代散文研究的基础。 20 世纪古代散文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1)从文章作法 、

技法的研究到古代散文的艺术性探讨。前期以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为代表的古代散文研究多从文体辨析 、演变 、章法 、

结构等方面探讨文章作法。后期则从多方面展开了对古代散文的艺术批评。宁俊红(兰州大学)《近 50 年来散文研究的

重大理论问题》指出 , 熊礼汇(武汉大学)从古代散文理论中总结出构成古代散文文学性 、艺术美的最重要 、最活跃 、最具

表现力的质素是理 、法 、辞 、气 、情 ,凡古代散文都含有这五种质素 。这是在借鉴古代文论基础上 ,具有创造性的总结。五

种质素构成了一个较完满的系统 ,为研究作家作品的整体艺术风貌 ,提供了可靠的路径。(2)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到

古代散文发展的宏观规律探讨。代表性的古代散文通史 、通论著作有:郭预衡《古代散文史》 、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 、熊

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上下)、朱世英 、方遒 、刘国华合着《中国散文学通论》 、贾祥伦《中国散文学发展史》等;分体散文

史有辞赋 、律赋 、史传文学 、寓言 、尺牍文学 、游记文学等多种文体发展史著作;断代散文研究则自先秦到近代有许多专

著 ,其中多有开创之作 , 如武汉大学程水金从文化意识嬗变的角度 ,对先秦散文的发生及发展线索进行了深刻且细腻的

探寻 ,出版了百万字专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第一卷和第二卷。以上研究从多个角

度 、多个截面探讨了古代散文发展规律 , 作了有益的尝试 , 但也存在不足 ,如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何在 ,古典散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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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意义和艺术追求较诗歌小说有何不同等 , 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第二 ,如何改进古代散文的研究方法和锻造富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散文批评话语 。
改进古代散文的研究方法 ,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古代散文的文体特征出发 , 弄清某种文体的艺术形式 、审美特

征和风格倾向 ,从而探寻具体作家作品突破和超越前人和时人的艺术特色和风格。曾枣庄(四川大学)《论苏轼赋》 、王长

华(河北师大)和郗文倩(河北大学)《汉代赋 、颂二体辨析———兼谈文体辨析地方法和意义》 、谌东飚(长沙理工大学)《论

古代杂文文体特征》 、王基伦(台湾师范大学)《诠释与接受:欧阳修史论散文研究》等论文都是此种研究方法的代表。

二是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 ,即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散文艺术的嬗变及其原因与研究同一历史时期各类创作的

艺术精神的互相融通和艺术特色的互相渗透相结合。夏咸淳(上海社科院)《明代中叶园林建筑与园林记———兼论园林

画及戏曲》介绍了明代中叶园林记是由前代山水记衍生而来 ,并深入探究了园林记与园林建筑 、园林画及戏曲等艺术的

相互影响 、渗透和推动。曹虹(南京大学)《智者喻于水———兼谈佛教与辞赋》将智者的水喻与辞赋的创作结合起来加以

考察 ,也使人耳目一新。

三是研究古代散文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 了解一家或一代散文特有的艺术趣味和社会审美心态 , 以探寻其艺术特色

的成因。陈水云(武汉大学)《论晚明小品的世俗性》探讨了晚明士大夫阶层审美心态 、趣味及自身的世俗化与市民阶层

的审美趣味共同铸就了晚明小品的世俗品格。刘启云(湖北教育学院)《此翁岂作文 ,直写胸中天———晋宋学术思潮与陶

渊明散文创作的审美倾向》探索了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对陶渊明散文审美倾向及其艺术境界的影响。

锻造富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散文批评话语 ,是古代散文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与会学者比

较一致认为:要建设古代散文批评话语 , 需要深入研究古代散文艺术理论。古代散文理论内容很丰富 , 至少可以归纳为

文道论 、文质论 、文气论 、文辞论 、文法论 、文境论 、风格论 、通变论等理论 , 只是其存在形式一般比较零乱 , 不成体系 ,新时

期的古代散文研究要加强对这些零散材料的爬梳 、整合 、提炼 , 以锻造出富有民族特色而又有时代精神的古代散文批评

话语。

第三 ,如何拓展古代散文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
首先要拓展研究对象。重要时期 、代表作家固然是研究的重点 , 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其余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和意

义。例如在唐代散文研究中 ,韩 、柳古文历来是学者们倍加关注的对象 ,事实上还有很多其它作家作品或散文现象值得

研究。熊礼汇(武汉大学)《略论元结山水铭文的修辞策略和美学风格》深入探研了元结复古散文的艺术精神 、艺术风格

及其对韩柳古文之影响。刘汾(湖南第一师范大学)《以诗为文 , 以情动人———论李白散文的独特个性》研究了大诗人李

白的散文 ,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在两宋时期散文研究中 ,重北宋轻南宋的现象比较突出。闵泽平(三峡大学)《陈亮的

英雄气质与文章风格》 、王琦珍(江西师范大学)《论杨万里的散文与骈文》则将研究视野投放到被人忽略的南宋时期 , 在

拓展研究对象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外 ,陈蒲清(湖南师范大学)《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古典散文》将韩国与中国的

古典散文进行具体而细致的跨国比较 ,曾维龙(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中的古文教学概况———工

具的解读与文化的承传:矛盾与局限》从古文教学的角度探讨古代散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 也都从不同角度拓展了

研究对象。

其次 ,拓宽学术视野也相当重要 , 如古代散文研究与现代散文研究的联系 , 散文与小说或其它文类之间的联系等。

现代文学学者 ,如陈平原 、杨义等在这方面呈现出新的思路 ,开辟了新的境界。古代散文研究大可借鉴。此外 , 台湾古代

散文研究由书斋到社会 、由文本理论到实用的发展走向 ,韩国散文研究由文学到语言 、口语的走向特点 ,无疑对拓展古代

散文研究视野都有启迪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 ,在拓宽古代散文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时 ,研究者要在两个问题上切实转变观念:一是从古代散文作

品实际出发 ,认识其文学性和艺术美。要在充分而深入钻研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展开学术研究 , 宁拙勿巧。韩兆琦(北京

师范大学)总结发言时特别强调 , 要将细心体会 、细心考察具体作家作品与提高理论修养结合在一起 ,尽可能克服研究的

主观性(指没有文本基础的臆想 、瞎想)和研究的片面性(指没有全面文本基础的一鳞半爪)。二是从事学术研究 ,要以求

真为基础 ,以求新为奋斗目标 , 常森(北京大学)《现代学术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提出了以求

真为基础的求新研究才是现代学术繁荣的切实之路。虽然这不是古代散文研究特有的问题 , 但要开创 21 世纪古代散文

研究的美好愿景 ,转变观念至关重要。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 ,为古代散文研究搭建了一个较高层次的交流平台。与会代表热烈友好 、自由真诚的讨论和争

鸣 ,既解决了一些问题 , 又启发出一些新问题。我们相信 ,这些都将对今后的古代散文研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何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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