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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礼汇

熊礼汇，字敬之，1944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黄龙

乡（今名响堂口村）。1964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做过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

文系副系主任。现为武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公安派研究会副会

长、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长江学术》编委。  

 

  详细介绍 

 

    熊礼汇，字敬之，1944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黄龙乡（今名响堂口村）。1964年考入武汉大

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做过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系主任。现为武大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公安派研究会副会长、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长

江学术》编委。近四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专业方向有二：一是魏晋南

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一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除长年在武大教书外，还曾到德国、韩国、日本等

国及澳门等地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和德国、韩国学者有过科研合作。在国内外和台湾地区出版著述

二十多种，发表大小论文百余篇。有一本书获得金钥匙奖，还有几本书和几篇论文获得教育部和省级

科研奖。生平用力最多的是古代散文研究，在研究历代文话、文论，厘定古文之学，锻造既有民族特

色、又有时代色彩的古文批评话语系统方面，作过较多的探索。其研究特点有三：一是把先秦至近代

的散文都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完整、系统地研究，以期弄清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发展规律。二是努力在

“吃透”文本上下功夫。并称这种功夫为“入其里”，认为只有“入其里”，方能“跃于外”，不赞

成脱离文本的“凌空超越”或“空中盘旋”。所以用去许多岁月琢磨先秦至近代的散文作品，作校作

注作译作评，力求真知其妙。三是真正从文学角度研究古代散文，始终把艺术论摆在中心地位。并且

坚持从古代散文创作和古代作家审美观念的实际出发，认识古文的文学性和艺术美，而不是套用洋人

鉴赏西方美文的观念和今人考量现代散文的方法，来曲解古代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美。 

著述名目： 

1《先唐散文艺术论》（上、下），学苑出版社1999年 

2《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3《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4《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5《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荆楚书社1987年(200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6《<淮南子>校注译》（上、下），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 

7《明清散文集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8《唐宋散文导读》，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9《公安三袁》，岳麓书社2000年 

10《袁中郎小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11《详说<古文真宝>大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主编《古代文学作品精选》十册（《选秦散文》、《诗经·楚辞》、《史传散文》、《辞赋》、

《历代小品》、《唐宋散文》、《唐诗》、《唐宋词》、《明清短篇小说》、《元曲》），长江文艺

出版社1996年 

13《千家诗新注》(三位撰稿人之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 

14《李白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5《新选唐诗三百首》(主要撰稿人之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16《历代山水名胜诗选》(主要撰稿人之一) ，甘肃教育出版社1987年 

17《<古文观止>译注》(主要撰稿人之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 

18《唐五代传奇集》(主要撰稿人之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19《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中)》，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老子与现代管理》，台湾丝路出版社1998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 

21《庄子与现代管理》，台湾丝路出版社1998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 

22《孔子与现代管理》，台湾丝路出版社1998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 

23《韩非子与现代管理》，台湾丝路出版社1998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 

24《墨子与现代管理》，台湾丝路出版社1998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 

25《孟子与现代管理》，台湾丝路出版社1998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 

此外，参编过八、九种辞典，比较重要的有： 

1《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2《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新世界出版社2008 

3《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即将出版的书有： 

1、熊氏标点本《古文辞通义》，(预计2008年10月出版) 

2、《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预计2009年1月出版) 

3、《隋唐五代文学史》，(预计2009年1月出版) 

4、主编《古代散文艺术二十讲》，（预计2009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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