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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集子中的文章有两类，一类是序跋和书的前言，一类是短论或短文。
而且多是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的文章。
按照编辑的建议，文章分为“与子偕行”和“思与道契”两辑，每一辑又按年编次。
　　书中的序跋和前言后记计有三十余篇。
因为生性驽钝，研究成果不多，出书自然很少，自序自跋也就有限，不过数篇而已，大部分是为朋友
、老师、学生所做的序，而以学生的最多。
我从1994年开始在河北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招博士研究生，2003年到北京工作后，蒙中央民
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不弃，受聘为这些院校
的博士生导师。
如同挂单的和尚，在这些学校轮流带一些学生，完全是业余，活得很累。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好为人师，舍不得教师这个职业，主要是习惯了一种生存的状态。
每年都有学生在身边，不敢说解惑授业，却能教学相长，激发个人的学术研究动力，激励自己的学业
。
与这些学生一起，有的3年，有的甚至10年走过来，亲眼看到他们的成长，真正是人生的快事。
不仅如此，在亲人之外，还多了一份牵挂：学生在身边学习，牵挂他们的学业；毕业后分到各地，又
牵挂他们的工作，是自然而然的想着。
他们的论文或专著得以出版，我作为老师和第一读者，为他们的书作序，老实说，其成就感不亚于在
我主政期间建了河北大学的新校区，盖了国家图书馆新馆。
我在这些序里，不仅评介他们的著作，鼓励他们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记录了师生之间教学科研的经历
，记载了我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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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质彬彬：序跋与短论集》中的文章有两类，一类是序跋和书的前言，一类是短论或短文。
而且多是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的文章。
按照编辑的建议，文章分为“与子偕行”和“思与道契”两辑，每一辑又按年编次。
书中的序跋和前言后记计有三十余篇。
因为生性驽钝，研究成果不多，出书自然很少，自序自跋也就有限，不过数篇而已，大部分是为朋友
、老师、学生所做的序，而以学生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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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序王澍《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序刘小波《东泥隶书文心雕龙》
序张蕾《（玉台新咏）论稿》序张长青先生《文心雕龙新释》序杨金花《（毛诗正义）研究》序张立
斋《文心雕龙注订》序《李白诗全译》前言《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前言《不求甚解》前言《历
代唐诗选本丛书》说明《大学语文》编写说明《走向世俗》后记《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后记《南朝诗
歌思潮》再版后记《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再版后记《不求甚解》跋《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
）》跋思与道契詹镆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风格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关于学
者散文与散文学者片语解读《悲歌》20世纪李白研究述略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与21世纪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延展视野深化研究——谈《文心雕龙》研
究的“打通”问题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评语古代文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功
《地图的发现》评语关于国民阅读习惯的培养关键在于阅读兴趣的培养功利读书与非功利读书深挚而
又坚定的文化责任——送别任继愈先生心系民族文化的思考者——悼念任继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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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玉台新咏》问世后，虽然批评之声不绝，但其影响也同批评一样存在。
先后出现了增益本、续集和大量的拟玉台体诗。
诗的增益，续集的编写以及拟玉台体诗的创作，不仅反映了历代文人对玉台体的不同程度的接受，同
时也反映出文人对玉台体的感受与体认。
因此，对这些接受现象的研究，也是《玉台新咏》研究的当然之义，而且也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论文结合中晚明士人的审美趣尚，研究明刻本的增补现象。
研究流传至今的两个完整续集《续玉台新咏》与《唐诗玉台新咏》，接续起《玉台新咏》与陈、北朝
、隋唐各代诗歌存在的关系。
研究拟玉台体与各代文人感受与复现“玉台体”特色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从《玉台新咏》研究的薄弱
之处着力开掘，从而取得新的研究成绩。
　　《玉台新咏》虽然影响不绝，批评不断，但对其注释与研究并不是太多。
到了清代，有了纪昀对《玉台新咏》的校勘和评点，有了吴兆宜和程琰的笺注，这是应该引起研究界
注意的新现象。
张蕾的《论稿》对纪昀所做的《玉台新咏》版本校勘及评点工作开展了深入研究，分析了正统文人对
《玉台新咏》的复杂态度，让我们看到纪昀对《玉台新咏》态度的典型意义。
重道，自然尚雅。
但是作为一个文人，又有其重情率性的一面，因此对以情为主的《玉台新咏》，纪昀也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
《论稿》对此现象的论析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博士论文的写作，历来有很高要求，对博士论文的评语，也多打上重大突破，填补空白之类
的印记，以示论文的价值。
其实，从这些年的博士论文来看，一篇博士论文，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几个问题，对某一研究课题有
所推进，就应该是很不错的研究了。
张蕾的论文即属于这一类。
谈不上重大突破，更不敢说是填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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