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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春田  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年山东大学古汉语专业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儒学高等研究院经学与小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教学与汉语历史的研究，并曾从古汉语词汇训诂及中国古代哲学角度研究过

《文心雕龙》。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五代新兴或特殊虚词研究”（1989）、“明清山东方言语法研究”（02BYY007）、“中

古与近代汉语指代词特殊演变研究”（10BYY059）及省、部级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多项，作为主要承担者之一完成国家级重点项目2

项；论著多次获得优秀成果奖励。冯先生献身学术，淡泊名利，辛勤耕耘，业绩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曾多次被邀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还分别由美国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和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收入其各自所编的《世界名人

录》。 

    在汉语历史文献语言研究领域，冯先生坚持基于对汉语历史文献语料的详尽调查分析来探索汉语的历史演变。在汉语历史词汇

与语法研究方面,语料丰富扎实,创获颇多，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除合作著作外，先后出版《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199

1）、《近代汉语语法研究》（2000/2003）、《聊斋俚曲语法研究》（2003）、《明清山东方言语法研究》（2011）等专著多部，

其中《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获北京大学第五届王力语言学奖（1995）、《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

1）。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言科学》、《古汉语研究》、《语言学论丛》、《语文研究》、《汉语学报》、《历史

语言学研究》、《汉语史学报》等重要专业期刊发表包括秦简语法和中古汉语与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研究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各期

的代表作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研究》（《中国语文》1984年4期）、《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分析》（《语言研

究》1986年2期）、《秦简选择问句分析》（《语文研究》1987年1期）、《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札记》（《语言学论丛》第18辑，

1993）、《“X麽”类词语的内部结构分析》（《东岳论丛》1990年6期，又载中国人大《语言文字学》1991年1期）、《试论结构

助词“底（的）”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90年6期）、《聊斋俚曲的一些方言词音问题》（《中国语文》2001年3期，又载

中国人大《语言文字学》2001年8期）、《明清山东方言俗语词试析》（《语文研究》2002年1期）、《数量结构合音词“俩”、

“仨”的几个问题--兼评赵元任先生的“失音”说》（《语言研究》2002年2期，又载中国人大《语言文字学》2002年9期）、《合

音式疑问代词“咋”与“啥”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2003年3期）、《聊斋俚曲的假设助词“着”及相关问题》（《中国语

文》2004年3期）、《〈歧路灯〉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形成》（《语言科学》2004年4期，又载中国人大《语言文字学》2004

年9期）、《汉语“从/否”类副词的历史考察》（《语文研究》2005年4期）、《疑问代词“作勿”、“是勿”的形成》（《中国

语文》2006年2期）、《反诘疑问代词“那”的形成问题》（《语言科学》2006年6期，又载中国人大《语言文字学》2007年5

期）、《试论疑问代词“若为”、“若箇”的来源》（《语言科学》2008年6期）、《近代汉语性状指示词“若”、“惹”、“日”

的形成》（《语言学论丛》2010年，总第41辑，又载中国人大《语言文字学》2011年第2期）、《疑问代词“底”的形成问题》

（《历史语言学研究》2008年，第1辑）、《疑问词“多”、“多咱晚”及相关时间词的几个构词问题》（《汉语史学报》2010

年，第10辑）等。 

    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冯先生始终坚持以文本为根基、实事求是的历史的观点，重视研究对象原意的揭示，从词汇训诂角

度对《文心雕龙》作考释和探源研究，并对其文哲理论进行深入探索，解决了许多长期误解或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在国内外“文

心”学界有重要学术影响，认为冯先生的论著不仅对《文心雕龙》研究有正本清源及推动的作用，而且深化了《文心雕龙》文美哲

学及其哲学背景的探究。曾出版《文心雕龙》“三释”：《〈文心雕龙〉释义》（1986）、《〈文心雕龙〉语词通释》（1990）、

《〈文心雕龙〉阐释》（2000），其中《〈文心雕龙〉释义》被评为省“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文心雕

龙》研究论文发表于《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汉学研究》等海内外重要学术刊物或国际学术会议论

集，代表性论文如：《〈文心雕龙〉新释三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2期）、《型范与“自然”：〈文心雕

龙〉与魏晋玄学之比较研究》（台北《汉学研究》第17卷第2期，1999）、《由“人格之善”到“情文之美”--论〈文心雕龙〉之

“文质”论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台北《孔孟月刊》第35卷第7期，1997）、《中国古代的文美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性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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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台北《孔孟月刊》第35卷第12期，1997）、《融道于儒：〈文心雕龙〉的文学“自然”论》（台北《孔孟月刊》第36卷第9

期，1998）、《老庄“自然”观的实证分析》（《东岳论丛》1998年5期）等。 

 

Feng Chuntian（馮春田） 

Prof. Feng Chuntian was born in Wudi, Shandong province, in February the 2nd, 1952. He graduated from Pekin

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was conferred th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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