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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程勇

  发布日期：2017-03-17

姓    名：程勇

工作部门：人文学院中文系

性    别：男

技术职称：教授

最高学位：博士

民    族：汉

籍    贯：山东省泰安市

联系方式：

    Email:  chengyongus@126.com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论、古典美学

简    历：

    1995年至1998年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至2003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士学位，毕业后进入浙江大学古籍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5年出站。2005年至2011年任教于鲁东大学文学院。2009年至2011年，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

士后研究。2011年底调入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任教至今。

研究（情况）项目：

1、 独立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儒家经学与汉代文论”，资助编号：2004036475。

2、 主持完成山东省文化厅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国家文化安全视野中的中国文艺生态与文艺学创新问题”，立项号：2007074。

3、 独立完成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经学作为汉代国家美学的理论与实践”，项目批准号：08CWXJ14。

4、 独立完成山东省教育厅项目“经学与汉代审美文化建构”，项目编号：J08WA02。

5、 独立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儒家制度美学的理论与实践”，资助编号：20100471556。

6、 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项目批准号：10YJA751014。

7、 独立承担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儒家制度美学与当代中国国家美学重建研究”，资助编号：201104644。

8、 主持完成2011年度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考核、评价与质量保障体系的综合研究”，项目编号：S

9、 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早期儒家制度美学研究”，项目编号：15FZW024。

发表的论文、专著、教材：

论文：

1、《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全文转载。

2、《解释型与创造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两种类型》，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6期

3、《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12期全文转载。

4、《先秦儒道文论叙述中的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5、《经典圣性的证立与汉儒文论话语构建》，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6、《“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

转载。

7、《时代思想气象与文艺学创新问题》，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8、《内圣外王与儒家美学的精神逻辑及话语建构》，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9期论点摘编。

9、《“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6期全文转载

10、《今文经学的制度美学思想与汉代审美文化的体制建构》，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专著教材：

1、参撰《故事本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2、专著《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4月出版。

3、合著《美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4、参编《国学人文读本》，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版。

5、专著《早期儒家文论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科研成果及专利：无

研究生/本科生培养等教学情况：

自2006年开始培养研究生，为文艺学专业研究生讲授“文学理论专题”、“中国文论专题”、“文艺学的问题与方法”，迄今已指导毕业研究生14人

学专业研究生7人，语文教育硕士研究生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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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人文公众微信二维码

奖励和荣誉：

1、 专著《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2006年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证书编号：2006130022。

2、 论文《时代思想气象与文艺学研究问题》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证书编号：2009R20136，2011年获山东省委宣传部颁发的第

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其它：无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288号（人文学院）

版权所有@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网络管理 www@zjut.edu.cn

邮编： 310023 电话：0571-85290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