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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研究导论》是为适应汉语言文学专业方向课程《文学研究导论》的开课需要，由安徽师大
文学院组织相关专业骨干教师编写的教材。
本教材由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三大板块组成，有“绪论”和6章15节。
各节均包括研究概述、范文选读、范文评析、文献链接四个部分。
教材体系完备，选文经典，文献信息大，有学术含量，可以帮助中文专业本科生懂得文学研究的基本
途径，训练初步的学术思维，提高本科学位论文写作的能力，并为确定考研方向提供参考。
　　《文学研究导论》可作为高校中文专业教材，也可供相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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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研究 一、戏剧史编撰研究 二、剧作家及作品研究 三、戏剧比较研究 四、新批评方法的运用 【范
文选读】 马俊山：《论中国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以“演剧职业化” 运动为支点的考察》 【文
献链接】 第五章当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当代小说研究 一、小说观念与文体意识研究 二、当代小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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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链接】 第二节当代诗歌研究 一、政治革命对思想异质化的排除 二、政治一文化革命对思想同
质化的实现 三、新启蒙精神鼓舞下的断裂与倾斜 四、疏离后新人本主义的焦虑 五、喜剧氛围下的差
异与生成 六、重新做一个诗歌批评家 【范文选读】 钱文亮：《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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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三、文论研究 【范文选读】 方平：《安东尼奥的下场——谈（威尼斯商人）中的友爱和性爱》 
【文献链接】 第二节东方文学研究 一、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 二、作家作品研究 三、文论研
究 【范文选读】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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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非“俗”非“典”的《九歌》“祭祀之礼” 倘若撇开上文考察的结论，对屈原为之作
辞的《九歌》本身作一番研究，则它实在是一组令人起种种疑窦的歌乐。
 王逸《章句·九歌序》以为，《九歌》无非是“沅湘之间”的“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
那么，它就是一组地方性的祭神歌乐了。
但是，流传于“沅湘”民间的地方性祀乐，为什么偏偏要祭那与“沅湘”俗人毫无关系的黄河之神—
—河伯呢？
历来信从王逸之说的治骚者，没有一人对这问题作出过满意的解答，最后只好归之于沅湘民俗的“信
巫鬼、重淫祀”，因而非“楚之望也”的河伯，也莫名其妙地被列入了祭祀之列。
 况且，《九歌》上祭东皇太一、日神、云神、司命，下祭河伯、湘神、山鬼，其问还有专祀捐躯将士
的“国殇”，俨然一副“有天下者”郊祀上帝、遍祀群神的架势。
这样的祭祀规模，又岂是沅湘“俗人祭祀之礼”所可比拟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明人汪瑗毫不含糊地断言：“此乃祭天之礼，楚国之典也，非民间之俗也。
旧说以为楚俗信鬼而好祀，失之远矣。
如后祭云、祭日、祭山、河、国殇之类，岂可谓民间之俗乎？
”著名学者闻一多也不相信王逸的说法，干脆把《九歌》认作《楚郊祀歌》，将它从沅湘俗人的祀神
之乐提到了楚之祀典的地位。
 如果《九歌》是楚郊祀歌，那么，其中的湘水之神自然也在国祀之列了。
但是，奇怪得很，与楚国有着“十八世之盟”（秦《诅楚文》中语）的秦君后代，竟也不知这湘水之
神！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
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
’博士对曰：‘闻云，尧女、舜之妻，而葬此’。
”祭湘神之礼若入楚之国典，秦始皇焉得不知！
不仅如此，湘水之于楚，其重要性远不如江、汉。
若要祭祀山川之神，江、汉之水自是非祀不可，何以《九歌》却不祀江、汉而祀湘神呢? 最重要的反
证材料，是1965年、1977年在湖北江陵楚墓“望山一号”、“天星观一号”出土的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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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研究导论》的课程性质定位为“学术研究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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