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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兰州大学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朱羿 通讯员谢一丹）10月15-17日，“第五次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暨明代

文学与中国古典传记文学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举行，会议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浙江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兰州

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围绕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这一主题，兼及明代文学名家、

文学流派、文献整理、文学观念形成与演变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论坛开幕式由兰州大学教授魏宏远主持。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利芳教授和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分别致辞，

寄语本次论坛深入探索明代文学研究的新议题、新思路、新方法，探讨古典传记文学研究的中国方案，构建明代

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明代文学对后世影响深远

　　与会专家认为，相较前代文学，明代文学呈现出文学流派、社团众多，文学与政治、理学、心学联系紧密，

雅俗文学齐头并进等特征。尤其到了中晚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与雅文学平分秋色，共同构成文学繁

盛的景象，雅俗文学的交融与合流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雅俗文学悬隔的局面，这种趋势为明清易代所

中止，直至近代方被接续起来。明代文学呈现出的“近世性”特征，要求我们深化明代文学研究，俗文学固然是

重点，以诗文为代表的正统文学也不可轻视。

　　论坛聚焦于传记这种文类，旨在探讨古典传记研究的中国方案，建构新时代传记批评模式。围绕这一专题，

浙江大学教授叶晔以《“今文苑”与“小说言”：论李开先的群像叙事》为题，以李开先文集中二十余篇文传为

研究对象，关注传记史料来源的层级性、李开先本人对当代文学史的介入方式和对俗文学的接受。温州大学教授

侯荣川以《信史与情文：明代传记文的两个面向》为题，借助汤显祖所撰《澄源龙公墓志铭》等明代传记文本对

同一事件的差异化书写，突出明代传记存在“信史”与“情文”两个面向。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汤志波以《身份

定位、书写策略与史料真伪：沈周传记演变考述》为题，从碑传、散传、史传探究沈周传记书写过程中的材料取

舍、写作策略以及沈周的身份演变。兰州大学教授魏宏远以《王世贞“严嵩传”的多文本书写及情感表达》为

题，分析了志传、诗传、史传、像传等出自王世贞之手的众多文本对严嵩形象建构的历史影响。香港树仁大学讲

师许建业以《文人与义士之间：明代金华地区乡贤编写中的骆宾王》为题，从文学立场研究先贤和传记文献，关

注到明代金华后学借助地方志传、乡贤传记、庙学公论等对本地先贤骆宾王形象的改造。上海师范大学副研究馆

员石晓玲以《从女性忆传之叙事取向看传状文的文体因革》为题，认为女性忆传突破了一般女性传状文的程式化

书写模式，呈现出叙事策略的多元化。

　　拓宽明代文学研究视野

　　围绕明清诗、文选本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邓晓东以《<鼓吹新编>与清初的遗民文化与文学》为题，考

察了《鼓吹新编》这部清初诗歌选本的版本源流、避讳现象、作者身份、诗歌内容。华侨大学副教授苗民以《中

晚明选本编撰视野下四六娱情功能的发掘与“文类重组”效应的形成》为题，关注到明代中后期部分选家刻意剥

夺四六文的实用性特征，以凸显其娱情功能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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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围绕文学演进的学术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昕以《明代复古诗学与<诗经>传统》为题，认为

明代复古诗学“诗必汉魏盛唐”的真精神须追溯至《诗经》，李梦阳与何景明的分歧在于前者根源于《诗经》的

托物比兴传统，后者立足于《周易》形成辞意关系传统，复古诗学延续着这两条主线发展，至明末赵宧光方合二

为一，重归于《诗经》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徐楠的《论王夫之诗歌批评的学理疏失》为题，认为王夫之在

诗学思想上仍然沿袭复古派的思路，并未形成成熟的清代诗学气质。兰州大学副教授白宪娟的《晚明情论再议》

认为晚明情论呈现出遥接原始儒道思想、归顺传统的特征。

　　本次会议首次设立了研究生论坛，收到博硕研究生论文12篇，每位研究生都进行了学术发言。评议专家进行

了点评，对论文选题、文章结构、问题发掘等给予了指导。

　　论坛闭幕式由兰州大学文学院胡颖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认为此次论坛有两点值得肯定，首先

部分论文采取还原式研究，力图恢复明代文学的实在场景；其次不少论文呈现出文史交叉的特点，凸显出文学研

究对历史的补充。廖可斌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应回归心灵史和生活史，传记文学也需放置在实在的生活场景中加

以考察。复旦大学教授陈广宏认为论坛兼顾方法论的意义和元问题的思考，以细节的解读为支撑开掘出明人的意

图和心态，值得肯定，并建议设置圆桌论坛，以进一步聚焦论题。复旦大学教授郑利华肯定了青年学者勇于提出

新问题、敢于跳脱传统研究界域的锐气，又指出学术研究需注重合理性和逻辑性。浙江大学教授周明初认为本次

论坛承继了青年学者论坛的纯粹精神，赓续了围绕专题展开研讨的传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德建勉励青年学者

关注重大问题，在文献挖掘中寻找新视角，注重理论表达的文体差异。

　　本次论坛论题集中，思考深入，现场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在研究视野、领域、思路、方法等方面皆有

拓展，对推进明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都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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