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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深入发展 , 促进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长 , 2003 年11 月26 日 ,武汉大学社科部 、武

汉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 丛书首发式暨研讨会” , 来自台湾中央大学 、华中

科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 40 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的出版发行及中国古代

文学流派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作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成果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本次研

讨会关注的焦点。与会学者普遍认为 ,丛书系统地思考和阐释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流派理论 ,并以此为基点考察中国古代

文学发展过程中种种流派问题 ,在理论深度及系统性方面均取得了巨大进展 , 开拓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 填补了学

术研究的空白 ,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的创新性 、前瞻性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赵辉指出 ,许多时代里 ,文学流程是由众多的文学流派创作连缀而成 ,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史就有必要理清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发展过程。目前 ,急需一部全面 、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发生 、发展过程的

专著 ,陈文新教授《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满足了学术界的这一需要。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蔡靖泉在发言中说 , 20世纪中叶 , 以郭绍虞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十分重视古代文论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 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及了主要的文学流派及其理论 , 但以简要介绍其形成和主张为多 , 鲜有结合时

代文化背景作充分展开的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以其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提高了流派研究的层次。

江汉大学教授王仁铭盛赞丛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原创性著作 ,在流派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中 , 陈

文新教授《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开创性地构建了文学流派理论的框架 ,客观 、全面 、准确地把握了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筋节 ,建构了一个科学的 、规范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体系。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谭邦和认为 ,丛书的厚重显示了作者们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问题的宏观理论认识。陈文新教授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以统系意识 、盟主意识 、风格意识三个层面为经 ,以流派与思潮 、地域 、社团等多

重关系为纬 ,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的体系和网络 ,“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讨论中国文学流派意识发生和发展

的理论专著” 。丛书中其它具体研究某一时代 、某一文体诸流派的专著 , 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 而且在如

何认识和研究文学流派问题方面提出了宏观整体的理论观点 , 巩固和强化了丛书的理论建构。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洪涛因故不能亲到会场 , 专门提交了书面发言。他认为丛书视野宏观 、广阔 , 在研究流派问题

时 ,重视“谱系归属”“统系渊源” , 因而能见人之所未见 ,丛书对“流派”的重新认定 、命名以及归类 , 充分把握了文学流派

及作品的特质 ,在理论上不泥于成见 , 颇有洞见。

武汉大学教授吴志达赞誉丛书是“在全面掌握该领域前人研究状况的基础上 ,做出本课题的战略性决策” , 丛书不是

单纯地由理论到理论 ,而是从各流派的元典中概括出理论。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吴光正着重谈及了丛书针对往昔学术话语表现出的颠覆意识 。他认为 , 丛书摆脱了儒家诗学话



语 、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及以往文学流派研究中的陈见 ,在拥有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 , 使过去被极度压抑或彰显的作家

和作品获得了重新阐释的空间 ,确保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介入。

《江汉论坛》编辑刘保昌认为 ,丛书突破了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模式 ,在流派理论的指导下 , 以新方法 、新思路观照具

体研究 ,古代文学领域内许多现象 、问题经研究者主体的创造性转化与阐释之后重新获得了现代性意义。

(二)内容的厚重性 、系统性
与会专家学者特别对丛书以专精研究为基础 , 同时又兼具全面性 、系统性的特点表示了赞赏 , 认为丛书是集作者丰

厚的学术积累及 70 多篇学术论文的精粹而成 , 极具学术含量。丛书在体系设置上 , 纵向涉及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 ,横向

涉及不同文学类别的诸多流派 ,涵盖面广 , 重点突出 ,弥补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缺乏系统性 、整体性的缺憾。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博导王齐洲肯定了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取得的成绩 , 认为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 、葛晓

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蒋寅大历诗派研究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等都是举足轻重之作 。他还指出 , 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

批中青年学者一直关注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 ,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此次“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就是他们关于这

一领域研究重大突破的集中展示。

来自台湾中央大学的康来新教授认为丛书总体概括和个案分析相辅相成 ,将流派与代表作家 、流派与时代 、流派与

题材等都纳入研究视野 ,并完美融合了学者个人的独特个性及群体作业的优势 。她还简要介绍了台湾学术著作的出版

发行情况 ,并对大陆治学的团队协作精神及优越 、宽松的氛围称赏不已。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毛庆指出 , “像这样就中国古代文学体裁———诗歌 、散文 、小说 , 从开端到末尾(东晋至近

代), 既有总论 ,又有分论 , 分论 、总论互相照应的大型的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 恐怕还是第一部。”他认为“整体大于部

分之和 ,各部分本已十分精彩杰出 , 组成的有机整体决非单本著作所能比拟。”

(三)学术上的开拓性 、示范性
专家学者对丛书出版的学术意义及丛书作者谨严的治学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 认为丛书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

究的开拓和发展 ,填补了学术空白 , 其学术思路和方法对文学研究者将起到极强的示范作用。

湖北大学教授宋克夫认为 ,丛书既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又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流派进行了个案

研究;既有对某个时代文学流派的研究 , 也有对某种文体流派的深入探讨 , “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作全面系统的研究 , 无

疑填补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空白” 。

蔡靖泉先生指出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课题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就因连续发表了 70 余篇论文而产生了较大的学

术影响。现在 ,课题的最终完成 , 丛书的出版发行 ,会使读者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发生 、发展过程和规律的认识 , 促进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更为蓬勃深入地展开。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何锡章极力称许丛书在选题上将宏观与中观以至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的特色 ,以及作者们开阔的

视野 ,长于梳理 、分析的扎实的学术功底 ,认为“其学术思路和方法对所有的文学研究者 , 都将有较大的启迪” 。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马晓玲说 ,丛书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尊重已有的研究成果 , 又不因袭成见 , 一切从研

究对象的实际出发 ,是其所当是 , 非其所当非 ,显示了独立的学术品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鲁小俊也对丛书的“典范”价值表示赞佩。

会上 ,专家学者还就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

湖北大学教授 、博导刘尊明提出 , 要在丛书拓展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理论基础上 , 进一步加强中国古代文

学流派研究的理论意识和理论色彩 ,总结探讨中国古代有关文学流派研究方面的思想和理论 ,建构一套与中国古代文学

流派特征和历史相契合的理论体系。

蔡靖泉先生提出 ,有许多文学流派本丛书没有论及 ,希望今后还有“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第二批 、第三批面

世。何锡章先生认为丛书没有涉及戏剧流派 ,显示了丛书主持者的学术眼光 , 因为古代戏剧的流派意识虽不能说没有 ,

但大体处在自发阶段 ,其自觉性尚低。

王齐洲先生认为文学流派的研究有助于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 , 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寄望于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

“虽然 ,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不一定从文学流派研究中产生 ,但是 ,文学流派的研究是比较容易形成文学研究流派的催化

剂。”“如果大家能够形成共识 , 加强文学流派研究中的流派问题的理论研究 , 并将理论研究成果自觉地贯穿到各种文学

流派的具体研究之中 ,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特色 ,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文学流派研究或许会促成一种古代文学研究流派的

产生。这正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责任编辑　何良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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