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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8-2009）》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的定量分析，对宋
代文学学术会议的密切关注与内容综述，对宋代文学整体研究与作家研究的宏观综述，一些富于特色
的有关专题的讨论，以及对宋代文学研究新著的推介、评论，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论文论著的索引目
录等精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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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统计分析2008-2009年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的统计分析会议追踪第六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第
六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08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09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
二届中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日本宋代诗歌研读会侧记研究综述2008-2009年宋词研究综
述2008-2009年宋诗研究综述2008-2009年宋代散文、小说研究综述2008-2009年金代文学研究综述专题讨
论二十世纪词源问题研究述略大陆十多年来唐宋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述评近年来宋代笔记研究述评宋代
诗经学研究百年综述宋代咏史怀古诗百年研究综述两宋园林词研究综述台湾近五年宋代非韵文文学研
究综述近二十年来宋代寿词研究综述南宋辛派词人研究述评近十年来梅尧臣研究综述新时期以来陈师
道研究综述吕本中十年研究综述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刘克庄散文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蒋捷
研究述评论文摘要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
诗”与“儒者诗”之辨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乐语口号的表演与近体诗在宋代的入乐风景即诗与观者入
画——关于宋人对待自然、艺术与自我之关系的讨论“闲话”与“独语”：宋代诗话的两种叙述话语
类型——以《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为例宋金遗民的心理差异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游戏于斯文：
论北宋集会诗歌的竞技与谐谑性质宋初百年文学变革的人格及情感动因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
接受论唐宋词的戏剧性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计量分析“词曲递变”初
探——兼析“唐曲暗线说”和“唐宋词乐主体说”宋代学人词刍议宋词的书册传播宋代词体诗化理论
演进史论清人词学视野中的宋词经典宋词第一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经典化探析柳永人生悲剧的
个性特征及社会意义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文学
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苏文选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评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
才女的重担：李清照《词论》中的思想与早期对她的评论陆游的村居心态及其田园诗风的嬗变新著选
评肖鹏著《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刘尊明、甘松著《唐宋词与唐宋文化》彭国忠
著《唐宋词学阐微》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李德辉著《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
文学之关系研究》宋秋敏著《唐宋词与流行歌曲》王兆鹏著《词学研究方法十讲》张剑、吕肖奂、周
扬波著《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马茂军著《宋代散文史论》巩本栋著《宋集传播考论》张高评著《创
意造语与宋诗特色》杨晓霭著《宋代声诗研究》朱迎平著《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祝尚书著《宋代科
举与文学》邓子勉著《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邓子勉编《宋金元词话全编》木斋著《宋词体演变史》
刘学著《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以父子词人为中心》熊海英著《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方笑一著《
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孙虹著《北宋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方星移著《宋四家词人年
谱》王兆鹏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莫砺锋著《漫话东坡》  沈章明邱美琼著《黄庭坚诗歌传播与
接受研究》潘殊闲著《叶梦得与苏轼》欧明俊著《陆游研究》曾大兴著《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
家传》学者研究为问少年心在否  一篇珠玉是生涯——王水照教授访谈录谈宋代文学研究选题——张
高评教授访谈录耆旧留真“仿佛音容，如在昨日”——纪念唐圭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生荣死哀，身
没名显”——“一代词宗”夏承焘的晚年论著索引2008-2009年宋代文学研究著作索引2008-2009年宋代
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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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近两年更有几桩值得高兴的盛事。
一是总集的整理。
最近，《全宋笔记》第四编出版问世（《全宋笔记》总量在500种以上，已出1-4编共约160种）。
在《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三足鼎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四维并举”的局面
。
宋人笔记不仅是文学背景资料，而且大都可以视为文学“文本”本身。
这样，宋代文学“文本”总集整理工作的全部完成，就将为我们更深入精细地进行打通文体的综合研
究，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我们期待《全宋笔记》能尽早出齐。
二是别集的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前推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100种系列，宋代作家的别集达20种，所占比例甚高
，其中还包括一些已具典范性的别集笺注本，如朱东润先生《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钱仲联先生《剑
南诗稿笺注》、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注》等。
三是研究资料汇编。
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中华大典》，其中《文学典》最近已全部出齐。
《文学典》分为六个分典，其中《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达1200万字，蕴藏着丰富的、有待开发使用的
资料。
此外，中华书局的作家资料汇编丛书，近年也有不少宋代作家的汇编单册刊行，如曾巩、晁补之、张
耒、吴文英等。
这套汇编以作家个人为单位，可与《中华大典·文学典》互补使用。
资料汇编，最重要的就是精选和精编，要在选材中体现识见，在编排中做到结构合理、检索方便，上
述两者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总体而言，宋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基本适应宋代文学研究需要的。
各位代表，我借这个机会谈了一些个人对目前宋代文学研究的粗浅感想，挂一漏万，许多问题还没有
展开，但只想表达作为一个宋代文学研究从业人员的两点意愿：一是宋代文学整个研究确实呈现出稳
定、上升的态势，二是确实还存在较多的、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可谓欣慰与困惑交集，但又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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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8-2009)》是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文学研究年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