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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词学国际研讨会开幕词、2006年词学国际研讨会综述、纪念欧阳修诞辰1000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陆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纪念沈祖棻教
授逝世3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综述、第十五届诗学会议——词学研讨会综述、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
学、宋代刻书产业对文学的影响、宋代诗社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
涵、宋文文体演变论咯、论金国与南宋之间的艺文交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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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2006—2007年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的统计分析会议追踪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第五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06年词学国际研讨
会开幕词2006年词学国际研讨会综述纪念欧阳修诞辰10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陆游国际学术研讨
会综述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纪念沈祖棻教授逝世3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综述第十
五届诗学会议——词学研讨会综述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宋代刻书产业对文学的影响宋代诗社与
诗歌创作关系研究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宋文文体演变论咯论金国与南宋之间的艺文交
流宋辽金文学关系论北宋的民族忧患意识及其文学呈现论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北宋诗人的地理分
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论唐宋词中的“闲情”女性书写与性别缺席——论宋代女性词的性别意识南渡
词人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新态势论“吴蔡体”“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
中叶都市文化建构李清照词的经典化历程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陆游词之缺失及原因探析新著选
评崔海正主编《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蒋哲伦、杨万里编著《唐宋词书录》王兆鹏著《唐宋词名篇讲
演录》王兆鹏主编《唐宋词分类选讲》壬辉斌著《唐宋词史论稿》董希平著《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
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王兆鹏、王可喜、方星移著《两宋词人丛考》薛玉坤著《宋词与江南区域文
化——人地关系的视角》王友胜著《唐宋诗史论》张福勋等著《宋元文学论集》祝尚书著《宋代科举
与文学考论》祝尚书著《宋代文学探讨集》陶文鹏著《宋代诗人论》胡建次著《宋代诗学观照》张剑
著《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林岩著《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张海鸥著《北宋诗学》
成明明著《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钱建状著《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孙维城著《张先与北
宋中前期词坛关系探论》刘德清着《欧阳修纪年录》高克勤著《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刘成国著《
荆公新学研究》潘殊闲著《叶梦得研究》凌郁之著《洪迈年谱》程继红著《带湖与瓢泉——辛弃疾在
信州日常生活研究》王锡九著《刘克庄诗学研究》⋯⋯学者研究论著索引词学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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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从各种角度研究辛弃疾。
1.从批评史与接受史的角度研究辛弃疾，刘尊明的论文通过对《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
》、《全清词》（顺康卷）等历代词总集的检索与统计，获取了从南宋中后期至清康熙朝约500多年间
历代词人次韵追和稼轩词的作品数据，共计有101位词人创作出244首次韵词，涉及稼轩词凡47调共82
首作品。
通过对历代词人次韵稼轩词的定量分析，不仅对稼轩词的名篇杰作在历代的传播接受情况获得了一个
新视角的体认，而且也得以进一步确证了辛稼轩在词学发展史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其不朽地位。
裴世俊论文论述了王士祯（渔洋）的词学中尊崇辛弃疾的情结。
朱丽霞的论文与发言，对20世纪辛稼轩研究做了回顾与思索，特别阐述了南社对辛弃疾的接受。
曾大兴的论文对于龙榆生的“标举苏辛”词学主张做了充分的肯定与深入的评述。
吴中胜的论文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对于辛弃疾的研究与接受，认为人们评品历史上的文学家和文学作
品时，无不打上当代文化和思潮的烙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代人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
陈水云、张清河的论文，从词调、用韵、词情三个方面探讨了《湖海楼词》在文学接受上的特点，其
中陈维崧词的长调激情、咏史存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气驭词，正是对辛弃疾的继承与发展。
苗菁的论文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几部《文学史》对辛弃疾及创作的论述及认识，认为唐宋之后兴起的
词，从此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辛弃疾这个以写词为主要贡献的人物，才真正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当中，成为一个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具有指标性标志的人物。
对于辛弃疾的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史在多元化倾向中，也开始呈现出某种一致性来。
李小凤、姚蓉的论文论述了晚清福建著名词人谢章铤《酒边词》不论在词调选用、题材拓展还是词作
风格的创新上，都表现出宗法稼轩。
其原因有三：词学旨趣的相投，福建地域文学的滋养和性格经历的相似。
薛祥生论文从接受史的角度论述古代启蒙教材《龙文鞭影》对辛弃疾的理解。
马大勇的论文考述了宋代至清代前期，历代词人对稼轩《沁园春·止酒》二首的接受，搜集同调同题
之作五十余篇，一一征引评述，说明稼轩词对历代词人创作影响之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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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2007)》是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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