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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确认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之一，教育部中文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则将它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七门“核心课程”之一。
就全国范围来说，该课程自20世纪初建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近百年的努力，整个学科体系已发育得
十分成熟。
历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作出了十分积极的
贡献。
　　汉语言文学系是云南民族大学建立最早的系科之一，而中国古代文学史从来就是该学科的强项，
曾被列为学校第一批重点建设的课程和校级精品课程。
这门课程的师资队伍较为整齐，先后有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担任该课程的教职。
如陈述元、周坊、彭棣华、蔡川右、王守华、徐明清、陶应昌诸先生，都是在省内外享有一定声望的
古典文学专家。
现在，仍有一批教师甘于寂寞、坚韧不拔地进行着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全国一些重要的专业刊
物上发表论文，或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
代近代文学研究》等权威刊物转载；或被一些论著评论和引用，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影响。
近五年，我们出版了与古代文学相关的著作五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获省级教学科研奖励七项。
2005年，该课程入选云南省高校精品课程，同年获准建立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点。
这是对云南民族大学这一学科点教学成果、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多年努力的认可
。
　　即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学论集》，选录了张立新、陈友康、曾庆雨三位教授近年
来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从这些成果中，大致能够见出他们的教育思想、学术旨趣及各
自的风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典文学论集>>

内容概要

　　《古典文学论集》可作为古代文学同仁观摩、切磋、批评的对象，也可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生和古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参考，也可供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
阐释性文字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杰出文学家的精神品质和经典文本的内涵，获得思想智慧、情感熏陶
和分析方法训练。
就像大多数论文集一样，收入的文章质量难免参差，但其中的某些篇章，相信是确实能让大家得益的
，不会白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典文学论集>>

作者简介

　　张立新，男，1951年生，云南祥云人。
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990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任教，先后受聘于大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和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
。
199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
200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2007年担任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及相关研究，研究对象扩展至比较文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领域。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论著3部。
代表性著作有：《先知的智慧——比较视野下的先秦思想文化精华》（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
《神圣的寓意——（诗经）与（圣经）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神圣的寓意——（诗经）与（圣经）的比较研究》》是一部对中西方文化经典《诗经》和《圣经》
作比较研究的专著，其中部分内容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有2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
文复印，有3篇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录。
曾获云南省高校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云南民族大学科研成果专著一等奖。
《先知的智慧》是一部以比较学眼光解读先秦思想文化的论著，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使先秦诸
子往日被掩损的思想放出了诱人的光芒。
该书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作为版本书推出，2005年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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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陈友康]仪式化文学写作的困局及超越——论和韵的特点和功鼻E[陈友康]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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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新月诗·朦胧诗——试论中国诗语”意”、“象”的非一致性特征[曾庆雨]梅尧臣诗的弊病与欧
阳修的责任[陈友康]审美主体的生成与人生意义的实现——苏轼人生魅力论[陈友康]元明清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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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雨]不甘失落与不择手段——潘金莲自尊与自卑意识分析[曾庆雨]难耐寂寞与生命寄托——情爱、子
女：李瓶儿的两大生命线[曾庆雨]论西门庆文本内界形象的他视角差异性[曾庆雨]市井细民的艺术画
卷——论“三言” “二拍”的意蕴[曾庆雨]清词中兴论[陈友康]论《春雪亭诗话》[曾庆雨]明清云南
游记与民俗——兼论边疆游记对山水文学的贡献[陈友康]云岭诗歌方外吟——论冰壑子与《云声诗稿
》[曾庆雨]作者简介后记[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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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有自己鲜明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是由一系列独特的范畴、原理构成的。
20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这些范畴和原理不断得到归纳、揭示、阐述和运
用，从而基本建立起一个东方化的文论体系。
这应该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
这个体系的呈示和建构，还应该被视为古典文学理论向现代转换的成功标志。
而中国古典文论积累深厚，它所蕴涵的思想智慧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本文将讨论一个还未被学术界充分认识的接受理论范畴：亲证。
　　有“古今第一名赋”之誉的苏轼的《前赤壁赋》，首段描写明月之夜长江的美丽景象和泛舟者的
飘逸感受，潇洒神奇，出尘绝俗，向来被认为是东坡作品中的天仙化人之笔。
其文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说：“余尝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与天宇合二为一，始知此赋之
妙。
”他说他对该赋妙处的真正领悟是在与东坡大致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情景下漫游长江获
得的。
在这一过程中，谢枋得把自己的观察、体会与赋中情景描写的逼真传神。
谢枋得在这里实际上是使用了文本阅读中的“亲证”方法。
　　亲证，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本解读方法，其特点是用读者的亲身经历去印证作品描写的
情景，从而深入把握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
这种方法在宋代基本成熟，宋人不仅在鉴赏实践中使用较多，而且明确提出了“亲证”概念。
苏轼尤有精到的议论，而首先使用“亲证”一词的，当是惠洪：“智觉禅师住雪窦之中崖，尝作诗云
：‘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
此境此时谁得意？
白云深处坐禅僧。
’诗语未工，而其气韵无一点尘埃。
予尝客新吴车轮峰下，晓起临高阁，窥残月，闻猿声，诵此句，大笑，栖鸟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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