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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讲述古代散文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日共睹的，可喜可贺
。
我本人认为中国散文研究，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散文文体学的建构
与研究。
当前，中国体学研究仍然采用西方的“四分法”，散文是并列于小说、戏剧、诗歌的一种文体。
但是由于汉字书写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文学传统的源远流长和丰富性，“四分法”似不能完整地映
出中国文学的全部风貌，例如“赋”这一在汉魏六朝很风行的文体（北朝人甚至还有不会赋不能算是
文学家之说），句式整齐，押韵，如果按照当下文体论的概念，似乎更加接近诗然而，当代任何一部
古代诗歌的选本，我们见不到“赋”的踪迹，而在古代散文的选本中却不时有它的身影。
我们再翻翻《昭明文选》，这部现存的古代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太子按体把它分成近四十类。
除了诗、骚之外．其他文体似乎都是“散文”。
但是，同样都是散文三十多类的划分，绝不是萧统的“无事生非”、“无事找事”，据李善所注，每
一种文体都由来自，都有它的根据。
研究《昭明文选》除了诗、骚之外的文体，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研究的一项内容。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昭明文选》文体的研究已经出现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们很高兴，汉魏六朝文
体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中山大学何诗海博士的新著《汉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1年版）就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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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巡礼古代散文史的撰述立场与研究方法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以“精神”作
为根本，推进散文理论建设试论先秦散文与诗歌文体兼容的“原型”形态论先秦诸子经解体论殷墟甲
骨刻辞“王占曰”之文的文体特征春秋散文体类概说——以事务文类为例《左传》艺术风格探奥《晏
子春秋》在先秦散文中的独特地位 《春秋事语》史论之言简论 从“有说乎”审读战国“说”体之特
征——兼谈宋玉赋于战国说体向赋体转变过程中之地位《中庸》释义　《庄子》和汉抒情赋的“士不
遇”主题论汉初庄学接受的类型与特点汉代奏议的进谏艺术汉代的罪己诏“朕甚悯焉”与“戴盆何以
望天”——《史记》成书的哲学启示司马迁对人性恶的揭露与批判三题议《史记》“西楚”的地理空
间厦文化分区意义《史记·匈奴列传》的历史书写初探刘向《列女传》女性类型的认知特征中国占代
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骨鲠与风骨——建安散文风格论六朝地记的兴盛、影响及其评价论汉魏六朝碑
文的功能拓展和形式新变《桃花源记》对后世记体文的影响论陶渊明散文的人格美、人情美、人性美
《恨赋》、《别赋》四题　“选论”初探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奏议文体论论唐宋文之争中唐古文运
动与“攘夷”无涉高屋建瓴大义微言韩愈《送董邵南序》发微论宋人对韩愈“文以明道”的接受　国
内所见和刻唐宋八大家选本叙录宋代理学视域中的韩愈道统——以《原道》为中心的考察　制从长庆
辞高古——兼论元、自与古文运动之关系论李商隐文章的“骈中运散”与晚唐文章韵发展孙樵与晚唐
古文的发展困境横行四海，高步出群——韩熙载《江北行止》析论 晚庸至北宋时期古文发展中“韩、
李”并称的文化意蕴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宋代制文的文体特征和文学性欧阳修记类文中以《易》立意
举隅试析宋代散文对《春秋》义法的吸纳——以尹洙、欧阳修为例宋代散文与小说关系论略北宋碑记
文的发展——以欧、苏为讨论中心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岳阳楼记》的政
治文化背景欧阳修史学的宋代评价欧阳修“人情说”与平易文风目　录浅谈欧阳修文论的兼容性欧阳
修的六一风神与为政风流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发覆论苏轼史论散文的文化价值关于苏轼的两篇佚文
——兼论《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对苏文研究的价值正名·谏诤·德音——苏轼《石钟山记》之山岳巡
礼与困境隐喻行云流水——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的散文与书法艺术黄庭坚散文创作方法论叶梦得
与福州李弥逊在闽宦迹略考——以《筠溪集》中之散文为考察中心论刘子晕对孔盂民生思想的继承与
发展读《渭南文集》表笺文札记《观澜文集》及其对唐宋派形成的影响浅论周必大散文“雄深博雅”
的主体风格特征试论骈文对宋代慢词的沾溉金朝“借才异代”期的散文创作金元碑志体散文的文化价
值考察——以道教人事为中心元代文章家姚燧的人品与文品明代学记文的集体形态及其超稳定性特征
八股文名目论考——关于“时文”、“前场”与“入口气”《蒋务本先生墓志铭》的文学史料价值罗
念庵文章观初论论王士性散文的时空形态九仙山麓数片石绿玉斋中万卷书——徐通《绿玉斋记》略论
徐勃《荔奴述》与林古度《荔奴传》法与神：唐宋派古文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屠隆《婆罗馆清言》禅
之观照简论袁宗道的小品艺术特征论析汤显祖的散文理论与创作开中西合璧的寓言创作之路——谈李
世熊的《物感》清初时文与古文的关系清代初前期文人对欧阳修古文的评价——从艾南英到方苞气与
道俱斯文斐然简论林雨化先生的古文观及其创作成就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
阐与实践汉宋调和的学术背景对嘉道时期桐城派发展的影响　论《粤西文载》祠庙碑文　　　　　　
汪琬《灌园图记》之伦理意涵《金农行书尺牍册》考释　　瞿鸿机散文论略兼及占代某些散文文体的
传承问题　媒体文化与中国近代散文的新变　王国维“六代之骈语”析论　　　从《古文辞通义·总
术篇》看前人治古文之学的方法和主要见解集句文初论《自由谈》拟体谐趣文与占代散文文体对照研
究：　古代散文研究的当代传播境遇金门古代散文文献整理与研究 ——以金门碑刻为例　　近十年古
文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研究概况　古代散文研究的新成果　——推介《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
　《北京赋》序武夷山中国古代散文同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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