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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俐

 

     

        

     赵敏俐，男， 1 9 5 4年生，汉族，内蒙赤峰人，中共党员，文学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1 9 7 8年 3月考入沈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本科， 1 9 8 2年 1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时考取该校硕士研究生，师从伍心镇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

1 9 8 4年底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时考取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

汉文学， 1 9 8 7年 1 2月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从 1 9 8 7年 1 2月至 1 9 9 4年 3月，任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 1 9 9 4年晋升

教授。 1 9 9 1年评为山东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山东省八十年代优秀毕业生， 1 9 9 2年被评为山东省高校优秀思想工

作者， 1 9 9 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 9 9 5年被授予青岛市跨世纪青年学术、工程带头人称号。 1 9 9 7年 3月调入首都师范大

学，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 9 9 7年被评为北京市跨世纪人才， 1 9 9 9年被评为首都师范大学首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 0 0 5年被评为北京市首批创新拔尖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2 0 0 1年 3月起）。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

事，日本广岛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文学·艺术学科专家评审组副组长（ 2 0 0 1年 1月起），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中国文学学科评审委员会成员（ 2 0 0 0年起）。  

     自 1 9 8 7年 1 2月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科研活动。多年来坚持本科生教学，主讲中国古代文学

专业基础课，开设《汉代诗歌研究》、《诗经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等多门选修课。 1 9 9 3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2 0 0 0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为研究生主讲的课程有《诗经楚辞研究》、《诸子散文研究》、《两

汉诗赋研究》、《魏晋六朝文学研究》、《国学研究》、《史传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方法论》、《中国古代歌诗研究》

等。  

     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研究，其教学成果《新型综合性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获

1 9 9 3年度青岛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应用型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教学内容的新建设》， 1 9 9 3年 1 2月获山东省普通高

等学校第三届优秀教学成果奖。 1 9 9 8年主持承担的教育部高等师范院校面向 2 1世纪教学改革项目――《高师中文系中国古

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其成果《高师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2 0 0 1年获得北京市政府教学成果一等

奖， 2 0 0 2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科研主要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诗歌、中国现代学术史，在先秦诗歌、特别是汉代诗歌研究方面有比



较突出的成就，近年来的主攻方向是运用艺术生产的理论进行中国古代歌诗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北京市

社会科学年鉴》 2 0 0 3年版曾有介绍。曾先后承担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

项目、青年项目、山东省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多项。出版过《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文学传统

与中国文化》、《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先秦君子风范》、《周汉诗歌综论》、《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

三百到元曲的艺术生史》等学术专著，与人共同主编了《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论·先秦两汉

卷》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英文版）、《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光明

日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8 0余篇。其成果出版或发表后，曾在《人民日报》、《文学遗产》、《中国图书评论》、

《香港大公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文摘》、《中华诗词年鉴》、《中国文学年鉴》、《北京市社会科学年鉴》、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文摘》等多家报刊、杂志、书籍上有过书评或介绍，在《新华文摘》上有全文转载和论点摘

编，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 0余篇。其科研成果先后获得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 3等奖、教育部首届人文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2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1、 2、 3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2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1 0

余项。目前正在承担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诗歌通史》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魏六

朝乐府机构沿革与乐府诗关系研究》等。  

     主要科研成果目录   

     一 著作类   

     1、《两汉诗歌研究》，专著，台北文津出版社 1 9 9 3年 5月出版。  

     2、《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专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 9 9 3年 8月出版。  

     3、《先秦大文学史》，副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1 9 9 3年 1月出版。  

     4、《燃起智慧的火种——中国古代教育》，著作，人民日报出版社 1 9 9 5年 1月出版。  

     5、《汉代诗歌史论》，专著，吉林教育出版社 1 9 9 5年 1 2月出版。  

     6、《 2 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赵敏俐、杨树增合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 9 9 7年 8月出版。  

     7、《两汉大文学史》，参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1 9 9 8年 8月出版。  

     8、《先秦君子风范》，专著，东方出版社 1 9 9 9年 6月出版。  

     9、《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研究》，第一作者，华文出版社 2 0 0 2年 4月。  

     1 0、《〈诗经〉与楚辞》（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第二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2 0 0 2年 1 1

月。  

     1 1、《周汉诗歌综论》，专著，学苑出版社， 2 0 0 2年 1 1月。  

     1 2、《中国古代文学名篇导读》（高等师范院校中国古代文学试验教材），第二主编，中华书局 2 0 0 3年 6月出版。  

     1 3、《中国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2 0 0 4年 1 2月出版。  

     1 4、《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专著，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2 0 0 5年 9月出

版。  

      

     二 论文类   

     1、《〈毛诗序〉作者问题辨说》，《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 9 8 4年第 1期。  

     2、《论〈诗经·郑风〉的产生及其评价问题》，《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 9 8 7年第 3期。  

     3、《汉乐府〈陌上桑〉新探》，《江西社会科学》 1 9 8 7年第 3期。  

     4、《论汉帝国的统一强盛与汉诗创作的繁荣》，《东北师大学报》 1 9 8 8年第 6期。  

     5、《论两汉社会生活变化与诗歌创作》，《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 9 8 9年第 1期。  

     6、《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考论》，《青岛大学学报》 1 9 8 9年第 1期。  

     7、《论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发展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青岛大学学报》 1 9 9 0年第 1、 2期。  

     8、《论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上古到中古的历史变更》，《辽宁大学学报》 1 9 9 0年第 3期。  



     9、《秋与中国文学的相思怀归母题》，《中国社会科学》 1 9 9 0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 1 9 9 1年第 4期。 

 

     1 0、《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再论》，《青岛大学学报》 1 9 9 0年第 3、 4期。  

     1 1、《关于东方文化的历史思考》，《青岛大学学报》 1 9 9 1年第 2期。  

     1 2、《论两汉诗人思想变革及其意义》，《东北师大学报》 1 9 9 2年第 1期。  

     1 3、《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理论思考》（第二作者），《吉林大学学报》 1 9 9 2年第 4期。  

     1 4、《历史文化视域下的学术研究》，《中国图书评论》 1 9 9 2年第 3期。  

     1 5、《“义”的道德伦理传统与中国叙事文学》，《青岛大学学报》 1 9 9 2年第 2期。  

     1 6、《略论〈诗经〉与中国文化精神》，《东方论坛》 1 9 9 3年第 1期。  

     1 7、《论周代诗歌的创作特征》，《江西社会科学》 1 9 9 3年第 3期。  

     1 8、《论班固的〈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北方论丛》 1 9 9 4年第 1期。  

     1 9、《论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战线》 1 9 9 4年第 4期  

     2 0、《山崇拜、道教文化与游仙诗》，《东方丛刊》 1 9 9 4年第 3期。  

     2 1、《文学观念的更新与文学史的编写》，《漳州师院学报》 1 9 9 4年第 3期。  

     2 2、《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特征》，《文学遗产》 1 9 9 5年第 2期。  

     2 3、《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看五四学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思考及其意义》，《展望论坛》 1 9 9 5年第 1

期。  

     2 4、《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江海学刊》 1 9 9 6年第 1期。  

     2 5、《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法结构与语言功能比较研究》，《中州学刊》 1 9 9 6年第 3期。  

     2 6、《论〈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作论意义》，《东方论坛》 1 9 9 6年第 2期  

     2 7、《 2 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导论》，《青岛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 9 9 7年第 1期。  

     2 8、《现代化过程中的学术演进——论 2 0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三次价值重估》。  

     2 9、《周代贵族的文化人格觉醒及其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 9 9 8年增刊。  

     3 0、《“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更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 9 9 9年第 4期。  

     3 1、《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漫话分科过细给古典文学研究带来的弊端》，《文学前沿》 1 9 9 9年第一辑。  

     3 2、《试谈出土文献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中州学刊》 2 0 0 0年第 2期。  

     3 3、《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方法论》，《文艺研究》 2 0 0 0年第 3期。  

     3 4、《 2 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前沿》第 2辑， 2 0 0 0年 6月。  

     3 5、《论五四前后文学本质问题探讨的价值与意义》，《东北师大学报》 2 0 0 0年第 5期。  

     3 6、《古代诗歌与民族情感》，《光明日报》 2 0 0 0年 1 1月 3 0日，《文化周刊》 2 9 7期第 2版。  

     3 7、《李白游历崂山考》，青岛市崂山文化研究会编《崂山文集》（一），地质出版社 2 0 0 0年 6月出版；《第三届唐

宋诗词国际学术研究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 2 0 0 4年 1 0月。  

     3 8、《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的再认识――兼评屈原否定论者对历史文献的误读》，《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 0 0 1年

第 1期。  

     3 9、《周代贵族的文化人格觉醒及其意义》，《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 2 0 0 0年 8月出

版。  

     4 0、《诗与先秦贵族的文化修养》，中国诗经学会编《诗经研究丛刊》第一辑，学苑出版社， 2 0 0 1年 7月。  

     4 1、《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艺术史意义》，《社会科学战线》 2 0 0 1年第 5期。  

     4 2、《 2 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文学遗产》， 2 0 0 2年第 1期。  

     4 3、《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化》，《文艺报·文学周刊》， 2 0 0 2年 1月 2 9日。  

     4 4、《深化先秦文学研究》，《光明日报》 2 0 0 2年 2月 6日。  

     4 5、《汉代社会歌舞娱乐盛况及从艺人员构成情况的文献考察》，《中国诗歌研究》第 1辑，中华书局 2 0 0 2年 6月出



版。  

     4 6、《关于加强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几点思考》，《文艺研究》 2 0 0 2年第 4期。  

     4 7、《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 2 0 0 2年第 5期。  

     4 8、《汉鼓吹铙十八曲研究》，《文史》， 2 0 0 2年第四辑。  

     4 9、 A  S t u d y  o n  t h e  N i n e t e e n  S a c r i f i c i a l  S o n g s  o f  t h e  H a n  D y n a s t y (《汉郊祀歌十九章研究》 )，

H i r o s h i m a  I n t e r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S t u d i e s  i n  t h e  H u m a n n i t i e s  V o l . 1， 2 0 0 2。  

     5 0、《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从〈中国历史文学史〉说开去》，《江汉论坛》 2 0 0 2年第 1 1

期。  

     5 1、《西汉贵族乐府考论》，中国古典文学献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信息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

献研究所主办），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2 0 0 3年 3月出版。  

     5 2、 T h e  H i g h b r o w  M u s i c  i n  t h e  F i r s t  S t a g e  o f  t h e  H a n  D y n a s t y  a n d  《 T h e  B o u d o i r  P o e t r y  

o f  P e a c e f u l  A g e》（《汉初贵族乐府与〈安世房中歌研究〉》） ,  H i r o s h i m a  I n t e r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S t u d i e s  i n  

t h e  H u m a n n i t i e s  V o l . 2， 2 0 0 3。  

     5 3、《关于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的理论思考》，《中国诗歌研究》， 2 0 0 3年第 2辑。  

     5 4、《中国古代最早反映陇西风情的诗篇》，《文史知识》， 2 0 0 3年第 1 0期。  

     5 5、《略论诗经的乐歌性质及其认识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 0 0 4年第 1期。  

     5 6、《古代歌诗的艺术“生产”》，《人民政协报》， 2 0 0 4年 4月 1 9日。  

     5 7、《汉代歌诗艺术生产的基本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 0 0 4年第 4期。  

     5 8、《 2 0世纪〈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 2 0 0 5年 2月 2 8日第 6版。  

     5 9、《略论〈诗经〉乐歌的生产、消费与配乐问题》，《北方论丛》 2 0 0 5年第 1期。  

     6 0、《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 2 0 0 5年第 2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2 0 0 5年第 2期，《新

华文摘》 2 0 0 5年第 1 0期。  

     6 1、《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江海学刊》 2 0 0 5年第 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 0 0 5年第 4

期。  

     6 2、《 2 0世纪赋体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2 0 0 5年第 4期  

     6 3、《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文学评论》 2 0 0 5年第 5期。  

     6 4、《乐歌传统与〈诗经〉的文体特征》，《学术研究》 2 0 0 5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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