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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福建省语文学会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挂靠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会长黄寿祺教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性的学会很少，学科的划分比较粗放，而且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有学会，因此
，省级的学会名声很响。
福建省语文学会是福建省文学、语言研究和教学的学术团体。
悬挂在原师范学院中文系前的“福建省语文学会”的大牌子成了这个系师生的一种荣耀。
1966年，“福建省语文学会”牌子不知何处去，学会随之消失。
20世纪70年代末，师范学院复办，并更名为福建师范大学，黄寿祺教授由中文系主任升任副校长，接
任系主任之职的是俞元桂教授。
20世纪80年代初，经福建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两校中文系领导协商，福建省语文学会一分为二，相继
成立文学学会和语言学会。
文学学会挂靠在福建师范大学，语言学会挂靠在厦门大学。
不过，即便是这两个学会，也已经不可能涵盖1966年以前语文学会所涵盖的学科范畴，因为在这两个
学会成立的三数年内，又新成立了诸如写作学会、比较文学学会、修辞学会、文学语言学会等省级学
会。
　　新成立的文学学会，由俞元桂教授任会长。
为了便于学会开展工作，俞元桂会长提议，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学会下设四个研究会，即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会，挂靠漳州师范专科学校（已恢复为漳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挂靠集美师范
专科学校（现并入集美大学）；文艺理论研究会，挂靠福州师范专科学校（现并人闽江学院）；大学
语文研究会，挂靠华南女子学院（现挂靠福建工程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林继中，副会长厦门大学蔡景康、福建师范大学陈庆元。
林继中教授担任漳州师范学院院长之后，由陈庆元接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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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省语文学会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挂靠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会长黄寿祺教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性的学会很少，学科的划分比较粗放，而且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有学会，因此
，省级的学会名声很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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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吴融的“诗教”说及其艳诗创作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张艳辉　　吴融（？
～903），字子华，越州山阴人。
晚唐诗人，才名甚著。
吴融在《禅月集序》中集中说明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云：“夫诗之作者，善善咏则颂之，恶恶则风刺
之。
苟不能本此二者，韵虽甚切，犹土木偶不生于气血，何所尚哉！
国朝为能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
厥后白乐天为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
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错矣。
至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采为第一流，而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
。
迩来相教学者，靡漫浸淫，困不知变。
呜呼！
亦风俗使然。
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
矧极思属词，得不动关于教化？
”“上人之作，多以理胜，复能创新意，其语往往得景物于混茫之际，然其旨归，必合于道。
太白乐天既殁，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谁？
”从文章当中可以看出吴融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颂美讽刺之道，因而推崇白居易的反
映社会现实的乐府诗，指出诗歌创作要合于“道”，而这正是在晚唐诗坛功利主义文学退潮，重视个
人情思、追求形式美的诗歌思潮兴起之时提出的。
与吴融诗教说相应和的则是杜荀鹤、聂夷中、皮日休等诗人的创作，他们继承了中唐白居易新乐府运
动的精神，这也是晚唐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二，反对讲究文辞，内容不脱男女之情的艳诗。
因此反对李贺等人的诗歌创作，对当时的创作潮流予以批评。
唐咸通以后社会疲惫，遘衰难挽，士人们用世无成，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
无法保障，在这样一个社会体制隳败的时代里，士大夫中间普遍产生了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罗
隐《自遣》）的及时行乐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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