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员服务区   登陆   注册   修改   充值   投稿   帐号管理   e线论坛 ID：    密码：     注册   忘记密码   游客游客 确定

http://www.fristlight.cn           2005-08-31

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洪教授（图）

[ 作者 ] 南开大学文学院 

[ 单位 ] 南开大学文学院 

[ 摘要 ]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山东栖霞县人，1948年7月生于天津，六十年代就读于南开中学，1968年10月上山下乡，1978年10月考入南

开大学读研，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1981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是《金圣叹小说理论研

究》。留校任教，1985年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88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升为教授。先后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

文学”、“中国思想史”、“中国小说理论史”等课程，指导“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明清小说与小说理论批评”方向的

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名。现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会

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天津市文学学会会长、天津《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 

[ 关键词 ] 南开大学;院长;教授;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小说理论史

       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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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k@eyou.com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山东栖霞县人，1948年7月生于天

津，六十年代就读于南开中学，1968年10月上山下乡，1978年10月考入南开

大学读研，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1981年研究生毕

业，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是《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留校任教，

1985年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88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升为教授。

先后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思想史”、“中

国小说理论史”等课程，指导“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明清

小说与小说理论批评”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名。现担任南开大学副

校长，文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天津市文学学会

会长、天津《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主要著作】本人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明清小说、文学与宗教等，著有《中国古

代小说艺术发微》、《中国小说理论史》、《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金圣叹传论》、《李贽》、《画龙点睛》、《漫说水浒》、《浅

俗下的厚重》，整理校注《续世说新语》，主编有《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古典文论选》、《诸子百家作品经典》、《唐诗宋词

元曲经典》、《中文系学生阅读书目》、《华夏简明百科全书。文学卷》、《大学语文》、《外国文学通识》、《中国诗词名句鉴赏大

典》等。【主要论文】学术论文主要有：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象征传统、论明清之际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宗教描写的人文

主义传统、《〈水浒传〉李卓吾评本真伪辨》、李卓吾小说创作论述评、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金圣叹“张姓”说辨疑、从“三

境”说看金圣叹的思想渊源、释《水浒》金批“因缘生法”说、金批“忠恕”说论析、《三国》毛批考辨二则、论《三国演义》的诸葛范

型及其文化意蕴、《三国演义》中的军事心理学、侠与禅的妙合、宗教文学与《西游记》的版本演变、《西游记》成书过程的假说、牛魔

王佛门渊源考论、从须菩提看《西游记》的创作思路、《聊斋》冯、但评衡估、《林兰香》年代考、《红楼梦》因果框架简析、论疯僧跛

道的文化意蕴、《红楼梦》脂批“囫囵语”的理论意义、钱谦益金圣叹“仙坛唱和”透视、归庄文学思想述评、对复兴儒学的困惑与思

考、《文心雕龙》对《高僧传》之影响臆探、清初文论中的佛学影响、《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中国小说理论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

瞻、折射士人心态的一面偏光镜、一统或多元、也谈文论“失语”与“话语重建”、金庸小说经典化及其他、学术：公私之间的天空等。

【获奖情况】以上著作先后获天津市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天津市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四次，十五省市优秀

图书二等奖一次。自1987年以来，先后承担并完成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两个，国家教委项目三个（其一为合作），国家项目一个（合



作）；另外，承担教育部教改项目、统编教材项目三项。本人先后获国家教委“宝钢奖”，天津市“八五”立功奖章等。【学术建树】主

要学术建树为： 1、对中国小说理论史的全面研究。 2、对金圣叹、李卓吾、归庄、钱谦益等作家的个案研究。 3、对佛教与文学，特别

是小说关系的研究。 4、对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研究。以上各方面或有不囿于成说的一孔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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