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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四辑，分别着眼于学术的基本理念，学术史的回顾，学者自身的命运，投师问学的经历等方
面，从中可以看到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与思考学术本身的一些想法。
    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对自身及群体的反思，对学术史的回顾，常成为其宝贵的学术财富。
该书本着学者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几代学者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意图不在于比较几代学者的
高低优劣，而在于要求学术的尊严。
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大师作古，本世纪的学术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了第四代——“文革”以
后的学者手中。
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审慎的求实之风展现了这四代学者的学术道路、学术方式和学术成果的各自
风貌，从中作者贯穿全书的主旨昭然若揭：虽然四代学者的学术背景不一，置身的学术环境也各不相
同，但他们却同样受制于身不由己的命运。
政治运动、不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幼稚的学术体制，影响着学者的身心和学术的生命。
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沉重结论，作者意欲通过对学者命运的反思唤起当今学者对群体及自身命运的
思索，对学术环境的警惕，从而保持清醒的学术理念，审慎地选择学术道路，不要迷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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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寅，1959年6月生，江苏南京人。
1988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早期以唐诗研究为中心，90年代以来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诗学、诗学史，进
行清代诗学著作的考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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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术的年轮（增订本）》是一本20万字的学术评论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一位成
绩丰硕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
书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学术是学者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一种默默的、孤树一般的生长；学术批评
的职责，就是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和维护这种代表生命尊严和希望的生长。
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学术的本性，二是知识分子的批评职责。
这是中国学人普遍面临的两个问题，现在由一位富于研究经验的学者提出来，便特别值得了解、思考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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