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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
观念到著术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不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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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飞（1957—），笔名陈潜之、陈选公等，室名天心居。
1957年9月生，江苏省睢宁县人。
1978年考入徐州师范学院（现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并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1983杭州大学成立古籍研究所，随导师转为该所研究生。
师从刘操南先生、兼从本所诸先生习治古代文学文献学等。
1985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
先后在中共浙江省委研究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工作。
1991年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1997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暨研究生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董乃斌先生习治唐代文学
，2000年毕业并获博士学位。
1992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
现为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省级特聘教授，河北大
学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文选学研究理事兼副秘书长。

      陈飞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余年，1990年以前，重在明清文学，其后逐渐转向唐代文学与文化
，近年于唐代文学制度用力尤勤，率先提出并力行“官人文学”研究。
先后出片有《金圣叹（评传）》（台湾知书房1993）、《唐太宗（传论）》（台湾云龙1995）、《文
中了校译》（安徽文艺1995）、《唐诗与科举》（漓江1996）、《大唐西域记（注读）》（台湾三民
书局1998）、《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等学术10余部；主编和主撰《回读百年：20世纪中
国社会人文论争》（大象1999）、《中州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0）`《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
》（学苑出版社2002）、《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大象2002）等学术著作与期刊近10种；发表《论
金圣叹的人格》（《学术月刊》1985年第7期）、《金圣叹与哭庙案考辩》（《明清小说研究》1987年
第6辑）、《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中国古典文学型态论
纲》（《中国诗学》1991年第1辑）、《韩愈的“人臣”定位及其“道”论》（《学人》第3辑、）《
唐代文学的文化规定》（《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唐代“常明经”试策考述》（《文史》
第57期、）《唐代“秀才科”考辨》（《文献》年第3期）、《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一一兼及“
三场试”之成立》（《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二十世纪妇女文学史著述评》（《文学评论
》2002年第4期）等论文3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中国散文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二节 20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的业绩 第三节 中国散文史研究
中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章 周秦诸子散文研究 第一节 百年研究概要 第二节 《论语》、《孟子》散
文研究 第三节 《老子》、《庄子》散文研究 第四节 《荀子》、《韩非子》散文研究 第五节 结语第二
章 先秦两汉史传散文研究 第一节 百年研究概要 第二节 先秦历史散文研究 第三节 《史记》研究 第四
节 《汉书》研究  附《后汉书》、《三国志》研究 第五节 结语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诸体散文研究 第一
节 百年研究概要 第二节 序跋体散文研究 第三节 游记体散文研究 第四节 书信体散文研究 第五节 章表
体散文研究 第六节 论说体散文研究 第七节 其他各体散文研究 第八节 骈体文研究 第九节 结语第四章 
唐宋八大家散文研究 第一节 百年研究概要 第二节 韩愈散文研究 第三节 柳宗元散文研究 第四节 欧阳
修、苏轼散文研究 第五节 王安石、曾巩和苏洵、苏辙散文研究 第六节 结语第五章 明代散文流派研究 
第一节 百年研究概要 第二节 七子派 第三节 唐宋派 第四节 公安派 第五节 竟陵派 第六节 台阁派、茶陵
派及其他 第七节 结语第六章 清代散文流派研究 第一节 百年研究概要 第二节 义法的阐释及桐城文论
的历史贡献 第三节 桐城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及创作成就评价 第四节 文派流变史及其历史经验教训的探
讨与总结主要参考书目及版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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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诸子散文发展阶段的研究 诸子散文始于首开私门讲学与私家著述的《论语》、《老子》，横
跨春秋末至战国秦汉之交，历时近四百年，在百家争鸣的激烈争辩风气中，诸子散文自身亦渐趋成熟
，其发展历程的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风行一时的进化文学观的影响下，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在早期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但通过诸子各家顺序的编排，显示出作者的看法。
陈柱《中国散文史》在“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一编中，认为诸子文章在写法上经历了由骈散未分、
骈散混杂到骈散渐成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涉及诸子散文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
，取足达意而已”，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
态万方”。
结合思想特征，从语言文辞的角度简明扼要地指出诸子散文由早期的质朴自然、浅近明晰到后期的铺
陈排比、夸张扬厉、文辞绚烂华美的演变轨迹。
蒋天枢通过对诸子各家文章前后承续特征的揭示，勾勒出一条简明清晰的诸子散文发展演变轨迹。
①这些都为认识诸子散文的阶段性特征奠定了基础。
　　50年代以后，对诸子散文的发展阶段的认识渐趋明晰。
罗根泽重点考察了诸子散文的写作实况，对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做了全方位的描述，大致上划分为三个
时期：“孔门弟子的简单记录”——《墨子》、《庄子》的“皇皇大作”——《荀子》、《韩非子》
的“谨严绵密，，的集大成，从而“在不过三百年的当中，就奠定了散文的完美坚固的基础”。
②罗氏之论基本理清了诸子文章发展的关键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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