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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部分，文学的发展与历史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知人论世”，关注
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和近现代学术的重要方法之一。
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化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领域，文学与文化的传统与变
革已经成为两岸三地相关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文艺学、文学批评史、语
言史乃至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重要视角，提出了许多亟待探讨的问题，诸如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
传统文化、汉语史与社会文化演进、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传统与嬗变、中国文学与现代文化学术的变
革与演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潮、全球化进程中华文文学的选择路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
与文化理论的建构、中国文学及文化与外国文学及文化的比较，等等，而这样的研究实现了学科之间
的跨越和新视野的出现。
同时，以文化作为研究主轴，除了学术的积累之外，还蕴含着两岸三地学人在全球化的时代探求中华
文化发展的自主途径，增进与其他文明的对话能力的努力，蕴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和再度崛起的期待
。
　　就内地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热”、“人文精神”、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网络文化等
文化现象都曾引发过语言文学界的关注与讨论，而台、港学界既沿续了中国近现代的学术传统，又较
早地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接轨，他们对前沿课题的敏感与尝试，一直是内地学界学习借鉴的对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相关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日益加强，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
。
本论文集所选论文，来自于内地与台、港两地高校中国语言文学院系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006年，两岸三地的合作以首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的方式展开，经过南京大学、台湾中央大
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合作编纂，以8个主题收录了36篇论文和一个附录，以展示阶段性和领域性的成绩
，而论坛上发表的许多高见因篇幅的原因只能割爱。
我们相信，在今后以这一论坛为平台的学术合作与交流过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性
课题开垦，收获更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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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坛以“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为主题就是要引起学界
同仁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推动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文学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关注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和近现代学术的重要方法
之一。
如何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以跨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与变革，不仅是一个重大的
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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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典籍·思想欧阳修说《诗》回归本义蠡测晚宋理学、诗学关系的紧张与融合一个道统词观的建立
——论《碧鸡漫志》与传统儒家诗论之关系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柳如是唱和诗析论
明清《三国志演义》评点形态述论《婴宁》文本之溯源试探修辞·文体由句中“兮”之位置推拟楚辞
歌诵之别释赋：从诗体到诗歌技巧及赋体两汉以来骚体之变革两个传统——文言与白话关于《文心雕
龙》辞典的编纂试析况周颐推重太清词的主要因素论诗歌形象的多义性诗歌吟诵的时代意义与创意教
学示例历史·社会·性别历史的改写与文学的实录——以颊谷之会为例沈善宝的早年行迹及文学交游
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吴梅进北大与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古代玉石的应用及其象征意义启蒙·现
代性童话作为一种启蒙话语——从文化政治视角看童话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菩提道上的善女人—
—论陈若曦的宗教小说《慧心莲》文化·对话·认同明清笑话集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传教士文学与香
港基督教史研究——以伦敦会女传教士柏嘉里的《青山》为例文化自觉与人类和谐：法国作家与中国
思想谈片论台湾新生代外省小说家的原乡情怀——以骆以军为例在全球化下的生存困境——论朱天文
小说中的都市空间与记忆书写进出森林：战斗？
抑或疼惜自然？
——砂拉越华文作家的森林书写文学·哲学·美学文学对哲学的贡献以陆机《文赋》中的美学理想探
讨其《拟古诗》的艺术表现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戏剧·电影元杂剧“公案剧
”情节结构分析高行健的戏剧理论——兼论布莱希特与阿尔托的影响语言·社会中国古代的语言反思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解读隋唐吴语及其影响社会语言学语体理论探讨包头语言调查论坛演
讲词选刊致辞从古今不同教育方式说起大学图书馆的人文思考人文重镇，重振人文：香港中文大学的
人文传统及其蜕变首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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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欧阳修说《诗》回归本义蠡测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李家树　　大约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
—1048），时尚倾向抛弃旧的包袱，而另外创立新说。
①庆历以后这种立新精神，是宋代学者对汉、唐笺注干百年来训诂名物的孜孜以求感到厌倦而激发出
来的。
汉代章句训诂之学，后期逐渐发展成为凝固的状态，隋、唐义疏虽然虚实繁简未必完全相同，立场和
古文经并无差异，因此，宋代自辟蹊径，不再墨守前人传注。
特别是唐代有了佛经的雕版以后，到五代，刻了《九经》和《文选》等书，北宋时又刻了《十五史》
和诸子等书，学者得书方便，见多识广，更易比较研究；又受了禅宗“呵佛骂祖”的影响，敢对学术
界的权威人物和经典著作怀疑，所以宋代的疑古辨伪能蓬勃发展。
② 疑古辨伪的风气由唐代启其端，到宋代已非常盛行。
王十朋（1112—1171）《梅溪先生文集》卷十三《问策》说：　　《诗·大序》，世传为子夏作久矣
，而唐韩子不信之。
《春秋传》为丘明释经久矣，而啖、赵之徒不信之。
《易·系辞》为夫子作无疑矣，而近代欧阳子不信之。
至于疑《五千言》非老子作有如崔浩，疑《答苏武书》非李陵所作有如刘知几，有谓《周礼》非周公
之书，《家语》非孔氏之书。
文籍去古稍远而见疑于后世者非一，《五经》且不见信，而况其他耶！
夫孟子之不信《诗》、《书》也，以“血流漂杵”与夫“孑遗”之言，诚有不足信者，而后世诸儒所
疑经史，其亦有所见如孟子否耶？
抑亦出于穿凿而好为异论耶？
岂历世浸久、简编漏传、传闻谬误、实有可疑者耶？
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概论耶？
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观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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