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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元代社会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演进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元代文化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
，从研究元代文献人手，进而推动宋辽金元明清文献与文化研究的进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的重大
课题。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通过编纂《全宋诗》，形成了宋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北京师
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通过编纂《全元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通过编纂《全元诗》，亦在元代
文献与文化研究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当我们就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均有同感的时候，就产生了共同主办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
讨会的共识，即：以整理中国古代典籍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基本宗旨，以提高元代文献整理
研究质量、提升宋辽金元明清文化研究水平为基本目标，力争通过本次大会交流心得、总结经验、沟
通信息、增进友谊、加强合作，力争通过本次大会巩固与扩大学术研究队伍，开拓中国古代典籍整理
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经过各位代表与我们的共同努力，大会得以如期举行。
总的来说，本次会议取得了以下成绩：（1）会议展示了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就会议代表提交的六十余篇论文看，涉及到元代文献专题研究、元代文学专题研究、元代文学与文化
研究、元代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反映出会议代表较宽的学术视野。
同时，会议论文关注学术前沿，能够就当前的学术热点阐发自己的见解。
例如，2007年8月，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公布了《至正条格》（残本）的影印本与校注本，本次会议
则有四篇论文专门研讨《至正条格》。
可以说，本次大会是一次较为集中地展示当前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最新成果的大会。
（2）会议展示了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所必需的良好文风。
在会议论文和代表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样一种共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
中国古代典籍，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应当以研读中国古代典籍为基础，立足原典，力戒空谈，方是治学
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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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代社会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演进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元代文化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有许多
创新，从研究元代文献人手，进而推动宋辽金元明清文献与文化研究的进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的
重大课题。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通过编纂《全宋诗》，形成了宋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北京师
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通过编纂《全元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通过编纂《全元诗》，亦在元代
文献与文化研究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当我们就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均有同感的时候，就产生了共同主办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
讨会的共识，即以整理中国古代典籍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基本宗旨，以提高元代文献整理研
究质量、提升宋辽金元明清文化研究水平为基本目标，力争通过本次大会交流心得、总结经验、沟通
信息、增进友谊、加强合作，力争通过本次大会巩固与扩大学术研究队伍，开拓中国古代典籍整理与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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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中国传统文化舆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心发言元代文学大势说略元代文学研究展望元诗文献
研究与《全元诗》的编纂元刻本《至正条格》的发现20世纪哲学转向与中国国学的问题一 文献研究韩
国发现元刊本《至正条格》残卷简介读《至正条格·断例》婚姻条文札记——与《元典章·户部·婚
姻》相关条文的比较关于元代驿站交通的新史料——读《至正条格》《全元文》作者小传考补（元代
科举进士部分）元人文集的整理与总结——《全元文》编纂特点及得失《全元文》校读明代佛教方志
与《全元文》补遗中古时期蒙古语文献及其特点编纂《古今韵会举要》的目的《古今韵会举要》之撰
着与版本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谧议》述略宋王珪《华阳集》疑诗考《滹南遗老集》版本源
流考耶律楚材传世诗卷《赠刘满诗》读后许衡“语录”流传辨析刘因文集版本考辨胡炳文及《云峰集
》版本述略论元刊本《礼记集说》文献价值虞集诗文集元刻本考王沂《伊滨集》校读札记乃贤《金台
集》版本考述四库辑本《宛陵群英集》无名氏诗考杨维桢的散文评价、文集版本及辑佚问题刘履《选
诗补注》阮籍诗注评议近五十年元杂剧选注本综论《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研究在日本《元曲选》研
究之检讨二 人物研究李治与元好问交游考西域人廉香林论考元儒倪士毅的生平与交游戴良生平行踪考
论陈垣先生《萨都剌疑年》补证三 文学研究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在金代文学中的现实意义郝经易学
与诗学《二十四诗品》虞集作考辨“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从元代“馆阁体”诗看元中期
文风之转换——以虞集、黄潜、马祖常为例乃贤《上京纪行》诗的文学史价值叙史寓志于诗——对元
人王逢《梧溪集》的一些考察张炎作品清人序跋题识摭论顾嗣立的元诗研究姚燧散文的意义和影响元
赋发微诸宫调对元杂剧艺术形式的影响元代神仙道化剧与民族文化性格元代描写燕地历史及社会生活
的杂剧初论元杂剧所描写的关扑风俗——掷钱赌博的文化含义元杂剧的“抑·扬”——文学小传统在
大时代文化之沉潜起伏元曲审美表演论与古典戏曲唱、白传统传统人格范式失衡境遇下的悲患与风流
——白朴的心路历程与其剧作的泛人文内涵重读《琵琶记》：元末儒士高明的内心世界试论蒙汉民族
文化交流及其对元散曲创作之影响从元散曲看元代的节日民俗关汉卿散曲不同境态下的风格探索元初
理学背景下的《续夷坚志》四 历史研究及其它元代的对外开放与域外史研究高丽对蒙古文化的受容与
排斥——以“蒙古风”为主耶律楚材与蒙元对高丽政策换一只眼睛看元朝从捕盗官到牧民官——以县
尉为中心观察元代读书人的仕宦困境《通鉴》胡注中关于“心”的意义《前后出塞录》论略元代道佛
对立的一端关于元代道教史籍的几个问题熊朋来《五经说》初探元朝时期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论吴澄
对朱熹道问学与陆九渊尊德性的会合《南村辍耕录·征聘》辨析五 译文杨玛和他的《山居新话》——
兼论元代的笔记小说简讯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

章节摘录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李修生先生主编的《全元文》，陆续出齐已有一段时间了。
这部元代汉语文章总集的问世，是近年来古籍整理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全书“搜集有元一代之汉文单篇散文、骈文和诗词曲以外的韵文”①，“作者约多于3000人，文章约
多于30000篇，总字数约在3000万字左右”②，洋洋六十一册，堪称内容巨宏富、规模宏大，对元代社
会文化研究乃至于整个学术界，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因此，荣获国家教育部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对《全元文》有几分特别关注。
一是一九八七年春，李先生应王季思、黄天骥二位教授之邀，赴穗主持博士论文答辨。
我从那时认识了先生，也获知先生正着手《全元文》编纂事宜。
一九八八年冬，我受先生委托，荣幸代为查阅黑龙江省有关图书馆收藏的元人别集版本情况；二是自
毕业后，一直从事金源文献的整理，与元代文章总集的研究关系紧密。
可以说，《全元文》从计划到出版，我几乎关注了二十年。
前年冬，在中山大学召开的王季思老师诞辰百年座谈会上，与李先生不期相聚。
先生虽年过古稀，而思维依然敏捷，一旦话题涉及《全元文》，他那布满苍桑的面容顿时兴奋起来，
令人感慨万千。
一个重大学术项目的完成，是以学者的无数心血与无价年华的消耗为代价的。
长久以来，李先生既要从宏观到微观把握全书的设计，又要协调方方面面，争取理解与支持；不仅组
织和指导同仁展开研究，自己也全身心投入，不断解决研究中的各种问题。
可以说，李先生及其同仁为之付出了难以计数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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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的论文集，共收七十三篇论文一篇译文，分中心发言、文献研究、人物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
究及其他等五个类型。
是元代文学、文献及文化研究的专题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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