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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土与异域：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回眸》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写作时间大致为2002年至2009年，是对我国大陆本土学者20世纪以来、或新时期以来、或20
世纪90年代以来、或新世纪以来、或近五年来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不同方面内容的述要、概括或反思；
第二部分内容主要写作于2007年至2009年，是对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所作的概括
、介绍与述要。
书稿取名“本土与异域：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回眸”，便意在相互参照与比较的视域中回顾我国古典诗
学研究在不同领域与方面所走过的历程与所开展的工作，以期借鉴吸收，总结反思，更好地推进我国
古典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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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建次：男，1968年生。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复旦久学文学博士后。
现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高校首批科研学术骨干；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韵
文学会词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已出版专著《归趣难求——中国古代文论“趣”范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宋代
诗学观照》（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中国古典诗学专题承传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年），合作编译《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主要文献目录（1900-2007）》（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2009年），参著《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其中，10
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高等学
校文科学报（术）文摘》复印或摘要，1篇被《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摘要，1篇被《宋代文学研究
年鉴》摘要，4篇被《新华文摘》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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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本土：中国内地学者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第一章 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述略（
至2002年）第二章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至2003年）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唐诗学研究述
论（至2003年）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诗趣范畴研究述评（至2003年）第五章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的反思述略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十大领域成就（至2004年）第七章 20世
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词学研究的八大领域（至2003年）第八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家族文学
研究述要（至2008年）第九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地域诗学研究述要（至2008年）第十章 20世
纪中国古典诗话整理与研究述略（至2003年）第十一章 20世纪以来宋代诗话研究述略（至2003年）第
十二章 近十五年来中国古典诗论研究的七大领域（至2004年）第十三章 新世纪以来中国古典词学接受
研究述要（至2009年）第十四章 近五年来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述要（至2008年）第十五章 近五年来
宋代诗学整理、研究与普及著作的新收获（至2008年）第十六章 近五年来古典词学整理、研究与普及
著作的新收获（至2008年）下编异域：日本学者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第一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中国
古典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至2007年）第二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五大特征第三
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诗经学研究的主要论文成就（至2007年）第四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唐前诗学
研究的著作成就（至2007年）第五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唐以降诗学研究的著作成就（至2007年）第
六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楚辞学研究述要（至2007年）第七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魏晋诗歌研究的主
要论文成就（至2007年）第八章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陶渊明研究的主要论文成就（至2007年）
第九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南北朝诗歌研究的论文成就（至2007年）第十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文选
学研究述要（至2007年）第十一章 战后日本学者元明诗学研究述要（至2007年）第十二章 20世纪以来
日本学者清代诗学研究述要（至2007年）第十三章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论研究述要（
至2007年）附录附录一 评张文勋先生《艺苑切磋》附录二 评陈良运先生《焦氏易林诗学阐释》附录三
评张伯伟先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附录四 评陈平原先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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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古代家族文学个案研究还涉及对家族文学观念的考察，这一方面论文主要有
秦元的《梁代萧氏家族的文学观》（《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和《（颜氏家训）家族文学观念初
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两文。
其《梁代萧氏家族的文学观》一文，着重对萧氏家族的文质观、情感生成说及情性说等内容进行了论
述，揭示出其整体上强调文采，主张情感由外物引发，其情性说受佛教理论启发，重在揭示人的内心
深处的情感活动等观点与特征。
其《（颜氏家训>家族文学观念初探》一文则认为：《颜氏家训》对六朝家族文学现象进行了较深刻
的分析，提出了家族文学应具有擅长的文学样式、成熟的风格，并且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认
识到文学的抒情特征及作者的才情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文章还认为，《颜氏家训》强烈反
对片面追求家族文学声誉，主张力避对作品的矫饰，它将对作者、作品和家族文学的探讨有机联系了
起来，客观上对六朝家族文学的兴衰作出了深入的探讨。
　　总之，90年代以来的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研究的维面在
不断拓展与延伸，研究的内容在不断充实与深化。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在严格意义上说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对所开展研究的理论鼓倡与探讨还很不够，未能出现较多的对家族文学予以理论性探讨
的文章，对其研究的理据、路径、内容、方式及相关事项等进行探究；二是所出版与发表成果还很有
限，还有很多亟待开垦的角落与细致挖掘的领地。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家族文学在几千年漫长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中建构出一个自身极为丰富博
大的世界，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家族文学的研究题目确实甚多，应该大有可为。
期待着在近一段时期内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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