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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黄霖先生的学术品格、黄霖先生的学术门径及其典范意义——以小说研究为中心李
桂奎、文献考辑、理论阐发、体系建构与人间情怀——黄霖先生的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史研究、既开
风气，亦为导师——黄霖先生与“中国小说批评史学”建设述记、从《近代文学批评史》看黄霖先生
的学术思想、“原人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之精髓思想、学术能否成为思想的风骨？
薪火传承以人为本、——读黄霖先生《原人论》的感想：黄霖老师的《金瓶梅》研究、关于黄霖先生
的“屠隆说”？
不断超越激情永在——黄霖先生给我的最珍贵的启示、黄霖老师七秩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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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批评史的研究，他也追求“有用于世”。
他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大量的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消解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
他搞体系研究的用意，就是想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文论思想，建构源于传统的文学精神，让它重新在
现实中发生作用。
一方面是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论的系统、价值和主要精神，另一方面要努力尝试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
中外古今的文学现象，通过实践，来激活传统文论的优秀精神。
我们应该把传统的某些理论联系现代的合理思想加以丰富和完善，重新建构，注重实践，运用于当代
的文学批评中。
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前言》中，他学术研究的人间情怀体现得更集中、更明白。
他所列出的九个问题，虽然是总结过去的历史，但都是面对当代现实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比如，第一个问题，即关于学术研究的价值追求问题，他认为不管是社会性的研究，还是个人性的研
究，都不要远离现实，钻进学术的“象牙塔”里，他希望学术研究要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要关心现实
，关怀现代人的生存，老百姓的问题。
又如，关于阶级论与人性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他质问，现在一些人过分夸大人性的张扬、个性的自由，将社会共同遵循的秩序置于脑后，行吗？
现在社会贫富的悬殊十分严重，不正视现实的不同的阶层的存在而一味讲人类的共性，能使社会真正
和谐吗？
总之，这九个问题，都是对于历史的总结，也是对于现实的回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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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霖先生七秩华诞师门同庆集(套装上下册)》是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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