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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克服“单面人”生产和突破“块垒式”教学，探索宽基础、大口径、深层次培养通识通才的途径，是
世界所有高校的重大难题，也是广东省建设文教大省不可回避的关隘之一。
近几年我们以省重点扶持学科比较文学为依托，进行了集约性融通的尝试，一系列成果聚焦于“人文
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
2008年底，我们以此为题，获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立项，一个融通人文学科的核心实
践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拉开序幕。

何谓人文学?从学科脉络上讲，她是研究文史哲互根的学问；从学术本质上看，她是求索中西学融会的
艺术；从学理辐射而论，她是探讨教科文贯通的方略。
我们将之作为文学化感通变的“核心加速器”，从“比较文化视野”多向度运作，以推动中外语言文
学的通化性研究。
这是我们创新团队数十年的精心设计，是我校长期师资建设和学术积累的集成绽放，是我校比较文学
在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授权点配套后的新拓展，尤其是我校作为省属涉外型重点大学对“明德
尚行，学贯中西”校训的认真践履。

“人文学中心”是广东省文科基地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工作站。
本中心面向海内外招聘学术带头人和教研骨干，大力推动国内外同行间的多向交流。
旨在打破近代以来人文领域分科治学人为分界的局限，同时坚守合理的规则，以具有长远规划、长期
积累和趋向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实施，带动人文主干学科多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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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祥伟，安徽六安人，回族，现当代文学硕士，古代文学博士，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学传播与接受、媒介素养与媒介批评等综合性研究。
在《文艺理论研究》、《江西社会科学》、《新闻界》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
省、市级课题多项，曾获“广州市优秀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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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明末清初金圣叹《唱经堂古诗解》（古诗十九首专论）、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姜任修《古
诗十九首绎》、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徐昆《古诗十九首说》、饶学斌《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
、方东树《昭昧詹言》摘出的评《古诗十九首》和刘光贲《烟霞草堂遗书》摘出的《古诗十九首注》
等颇有特点。
　　在近现代，也有大量的论文、专著问世。
其中，代表性成果有20世纪20年代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研究》、髯客的《占诗十九首诠释》（一）
（二）、梁启超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30年代俞平伯的《葺
芷缭衡室古诗札记（古诗十九首）章句之解释》、陈柱的《古诗十九首解》、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
新笺》、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40年代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50年代马茂元的《古诗
十九首探索》；80年代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90年代杨效知的《古诗十九首鉴赏
》、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评译》及21世纪曹旭的《古诗十九首及乐府诗选评》、木斋的《古诗十九
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
在历代阐发《古诗十九首》的资料中，既有总体性的论述，又有独立成篇的分析，还有具体篇、章、
节的揭示.从注疏式到评点式再到评论式，诠释的形式各有不同。
　　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中，对于典籍的阐释大致可以分为经学的阐释、史学的阐释和文学的阐释三种
。
闻一多在《风诗类钞甲》的“序例提纲”中，对《诗经》研究方法作了归纳。
在他看来，“经学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属于“三种旧的读法”。
之所以“旧”，因于“经学的”近于求善，“文学的”近于求美，“历史的”虽与求真较近，但终未
及“社会学的”来得真且切，所以社会学的读法是闻一多所倡导和追求的。
他依社会组织的纲目对《国风》的内容作婚姻、家庭、社会的重新编排，且提出了以考古学、民俗学
、语言学的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
闻一多对《诗经》阐释方法的分析总结非常到位，我们可以移植于《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
总的来说，历代对《古诗十九首》的阐释是以经学阐释为主流的，与其并肩发展的是文学阐释，而由
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及作者的不确定性，使研究者难以产生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观念，导致
传统的史学阐释只是作为“异调”而存于历史的尘埃中，而以文本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观念
得到明显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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