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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春天，浙江大学中文系决定为本系在学术上取得突出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召开小型的学术研讨
会，以总结他们的教学经验，弘扬他们的学术精神，并将论文结集出版。
我有幸受命负责“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五十周年”事宜。
不料先生于五月中旬因骨痛剧烈，入住医院，因此研讨会被耽搁下来。
而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已收到的文章，先行编辑这本论文集。
从内容上看，论文集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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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松勤，1957年生于浙江省长兴县，198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
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省重点科学研究基地宋学与宋史研
究中心首席专家。
近十年来，先后承担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基金项目”、国
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在《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6篇
；出版专著6部；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二次。
代表作有《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省“151人才
”第一层次人选，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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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吴熊和先生学述一脉天风百丈清泉——吴熊和教授学术研究评述埋头尚识举目常新——吴熊和先生学
术印象之点滴吴熊和先生诗词选学人襟怀宋调才情——吴熊和先生诗词读后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
视野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宋初文坛的冲突与对话两宋茶诗词与茶事考四则围绕赵明诚“诸
子”与李清照生平创作的几个问题论放翁气象姜夔乐论中的琴乐南宋江湖诗人的生计问题南宋馆阁与
南宋诗歌论宋亡“诗史”宋代文学的编辑传播与出版贞祐三年省试与金末文风丕变词史上的南宗之盛
——文人画、神韵诗参照下的南宋雅词与浙西词派《幽兰草》的创作、结集时间以及价值定位《支机
集》：云间词派的界内别声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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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吴熊和先生学述胡可先吴熊和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词学家，并且在诗学、史学、文献学等方面具有独到
的见解。
先生学术，远绍唐宋，近承乾嘉，在词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在20世纪后期的词学研究史上具有突出
的地位，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21世纪的学术研究也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我自1996年以后，跟随先生求学，后又在浙江大学任教，亲炙先生教诲，虽未专心治词，以传先生之
学，然对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方法，亦稍有领悟，故撰为此文，以记一斑。
望海潮：学术奠基的求学之路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屹立在世界的最东方；华东师范
大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所大学，培养出大批一流的学者。
这里的潮起潮落，震撼全国，影响世界。
吴熊和先生与这座城市、这所大学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吴熊和先生，出生于1934年5月，上海人。
195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创建于1951年，是该校最早建立的系科之一。
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聚集了大批国学大师以及一流学者，诸如许杰、徐震塄、施蛰存、徐
中玉、钱谷融、程俊英、周子美、余振（李毓珍）、万云骏、林祥楣，都是其中重要人物。
吴熊和先生在这一批名师的指导下，逐渐走向治学之路。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当中，徐震塄与施蛰存对吴先生影响最大。
吴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中，写了一首优异的古体诗词而得到徐震塄先生的赏识，从此
以后，就成为徐先生的弟子。
徐震塄（1901-1986），字声越，嘉善人。
自幼酷爱文学。
又精于文字、音韵、训诂、考证和词学。
后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读书，又从王瀣、吴梅研习诗赋词曲之学。
北宋初年，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辑《文苑英华》一千卷，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五百卷
，而太宗时，加李昉的官职是户部侍郎，又擢参政知事，拜平章事，加监修国史；扈蒙则召拜为中书
舍人，复翰林学士，转户部侍郎、工部尚书，他们都不是专任编辑。
南宋最著名的编辑家陈起，也是集编书、刻书、卖书于一身的。
虽然宋代官方也已有了部分专职的编修人员，或称编辑史官、礼官，如李防带职主持编修时，其手下
就有一批专职的编修、编辑人员。
但在整个宋代，编辑人仍是以兼任为主的。
这是符合宋代建立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出版业的实际情况的，当时客观上并不需要专任编辑。
其二，宋代的编辑工作体制尚不十分完善，由于经常翻印古籍，所以那时的编辑也常从事编纂和校雠
。
在宋代这一由自然传播为主向编辑传播为主的转折时期，编者与作者、编辑和编纂，仍有界线不明之
处，如宋代官方出版机构的编辑业务，就是以校雠、编纂为主的，这是由于古代编辑业务与现代相比
仍处于初级阶段所致。
但宋代的这些编纂校雠工作却有了与宋以前质的不同，即其编辑业务是与出版有关的，并且是以传播
为目的。
所以，他们的工作大多仍属于编辑工作。
如《太平广记》书成后，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正月奉旨雕版，可惜当时认为非后学急需，被贮版
于太清楼，何时付印，已无可考。
但据清吴骞所藏许自昌刻本中提到的“经陈仲鱼依宋本手校一过”等语，可知曾有过宋刻本。
到了南宋，《文苑英华》也曾得以雕版印行，现在已知的版本有南宋嘉泰年间周必大刻本。
编辑与出版已经密切相连。
其三，宋初，编辑出版大多以翻刻前代文学作品为主，当代作品一般不予受理，所以新作大多是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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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或以传抄形式流传，再由编辑出版家加以编选刻印的。
但到了南宋，这种情况得到了较大改观，许多当代文学作品也纷纷被编辑出版了。
以北宋杭州官刻本为例，据现存资料可知，当时编辑出版的与历代文学作品相关的书籍，主要有《白
氏文集》72卷、《楚辞》17卷、《韩昌黎先生集》40卷，外集10卷，而与宋当代文学相关的作品已知
的则有苏轼的《东坡集》（东坡六集）。
苏轼两度在杭为官，政绩卓著，杭民感其德而又爱其诗文，“盖杭本当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矣”③，
其他杭州当代诗文大家之作，除了少数外，大多就无此殊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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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春天，浙江大学中文系决定为本系在学术上取得突出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召开小型的学术研讨会，
以总结他们的教学经验，弘扬他们的学术精神，并将论文结集出版。
我有幸受命负责“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五十周年”事宜。
不料先生于五月中旬因骨痛剧烈，入住医院，因此研讨会被耽搁下来。
而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已收到的文章，先行编辑这本论文集。
从内容上看，论文集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吴熊和先生学述》、《一脉天风百丈清泉——吴熊和教授学术研究评述》、《埋头尚识举目常
新——吴熊和先生学术印象之点滴》等三篇，总结其治学道路与治学精神，以及教学思想与培养学生
的经验，后两篇是应杂志社组稿而写的，先后发表在《文学评论》与《中国韵文学刊》。
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执教大学讲台，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7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硕士研究
生，8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积累了多层次的教学思想与经验；各层次的学生也都不同程度
地从先生身上受到了学术熏陶，浸润到了人格魅力。
但以上三篇文章仅停留在博士生的培养上，而未能从多层次上作出全面的总结；即便是对其学术成就
与治学精神的论述，也是片羽洁光，多有未尽之意。
二是《吴熊和先生诗词选》、《学人襟怀宋调才情——吴熊和先生诗词读后》。
先生以治词名家，自作诗词亦往往格高韵绝，其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
这里所选的主要是先生的论词绝句。
自清人陈聂恒、厉鹗相继作有《论词绝句》之后，论词绝句成为词学评论的形式之一，历来作者不绝
。
先生承之，共作有104首，合而观之，几乎就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唐宋词史，也体现了先生的词学思想。
除此以外，还选录了先生部分论当代学者的诗词，这些作品虽属论人，却包含了许多论学的内容，对
我们的治学不乏启迪意义。
《学人襟怀  宋调才情》一文初步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先生诗词作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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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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