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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蒋凡丁进博士《周礼考论》一书，重点讨论了传统国学中礼学与文学的关系和影响。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学术课题。
它不仅富于历史溯源意义，而且具有启迪未来的现代借鉴价值。
现在大学中文系以及社科院研究所博士生敢于挑选经学一类传统题目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可谓寥若
晨星。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是不是因为这类传统课题早已失去意义而成为时过境迁的明日黄花呢？
是不是这些领域的学术难题业已圆满解决而不值得人们再去探索呢？
我看都不是。
研究文学而去涉足经学问题，这原本就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苦学术劳动的沉重课题。
在目前拜金大潮的驱动下，在时下学术快餐的炒作中，选择这类艰难厚重的学术课题岂非自找苦吃？
但是建设现代文明，有必要继续研究这类课题。
了解过去，正是为了明白现在和未来。
丁进君愿意“板凳”一坐十年冷，敢于挑选这类传统文化中非常沉重的课题，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一
丝不苟地研究古今文献，力求在自己的研究探索中有新突破和新贡献，其献身学术的精神的确令人感
动。
以礼学为核心的传统经学实际上是中华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结晶，也是古代社会风俗人情的生活展现
。
它与古代文学产生了彼此互动的双向交流，是曾经活跃于历史生活中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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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从经学角度研究周礼，以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主线，从周礼的神
话思想、诗学思想、对早期文学的影响等各方面系统论述了周礼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周礼是周代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礼仪制度等的总称，《周礼》一书则是周礼的集中反映。
 《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不仅史料丰富，考证翔实，而且作者思辨灵动，富于理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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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进，安徽青阳县人，副教授。
1982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达十七年，于1999年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师从孙以昭先生学习先秦两汉
文学和经学。
2002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蒋凡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
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任教。
现为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主任兼“经学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曾在《学术月刊》、《孔子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经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
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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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记得读硕士的时候，孙以昭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经学史》，提到周予同先生五十年代多次说“
三礼”之学很重要。
但是“三礼”历来难治，因此今人成果不多。
我在入学前曾啃过《十三经注疏》，“三礼”多有涉猎，自认为有一点功底，于是选礼学作为今后努
力方向。
硕士论文《两戴记考论》获得导师的肯定。
进入复旦攻读博士学位之时，蒋凡先生鼓励我仍然研究礼学。
我自己也想学透“三礼”。
《礼记》研究过了，该学《周礼》了，我将开题报告定为“周礼与文学研究”。
复旦曾经是经学史研究的重镇，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还能感到一点“余热”。
同寝室居然还有人在研究经学，他就是来自福建师大的郜积意。
也是一个仰慕复旦经学的学子，而且直接投到周予同的弟子朱维铮门下。
那时候他的《经典的挑战》已经出版，正在研究刘歆。
他大谈“公羊学”，廖平、刘师培、何休；我则侃甲文、金文、唐兰的“康宫”和孙诒让的《周礼》
，常常在不经意中进出思想火花。
同寝室的另外两位也是“夜猫子”，我们经常争论到深夜，大家分享发现的快乐，发泄内心的焦虑。
一起度过了三年美好的时光。
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大家各作鸟兽散。
我到了安徽财经大学，将主要精力用于古代文学教学和新的课题研究，但心中总是挂念着这部书稿，
似乎有一笔债没有了结。
现在这部书出版了，我终于可以将周礼与文学的研究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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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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