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 收藏本站

 

首页 | 院况介绍 | 机构设置 | 专家学者 | 研究生教育 | 图书资料 | 江汉论坛 | 三农中国 | 社会科学

吴丈蜀

作者：     时间：2012-9-29 8:30:12     来源： 

 

吴丈蜀研究员 

 
男，字恂子，别署荀芷。1919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深文史专家，著名书法家，诗人，曾兼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

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湖北省诗词学会会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荆楚文史》学刊主编、省《书法报》社社长等职。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侧重于古典诗词格律研究。 

 
吴丈蜀研究员在24岁时任中学国文教员，从此开始了学术研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辗转重庆、上海、香港，其间曾任秘书、编辑、新闻记者。1951年

从香港回到祖国内地，在武汉出版部门任文学编辑，并同时从事学术研究与写作。到1957年初，前后不到6年，就出版了7种著作。正值他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的奋

进时期，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辍笔22年。1978年恢复工作以后，短短数年间便先后出版了《读诗常识》、《词学概说》、《诗词曲格律讲话》等著作，发表

了《词律改革刍议》、《论唐代的边塞诗》等学术论文。与此同时，在诗词创作和书法艺术上也成果繁富，出版了词集《回春诗抄》、书法集《吴丈蜀书法集》、

《吴丈蜀书兰亭序》、《吴丈蜀书法辑》。此外还有以通俗形式阐明学术观点的《中国历史三字经》。《中国当代诗词选》、《五四以来诗词选》、《当代中华诗

词选》、《当代八百家诗词选》等诗词选集，都有吴丈蜀的诗词入选。 

除以上个人学术、创作成果外，作为研究员和学术带头人，吴丈蜀曾多年主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工作，担作《楚风补校注》

主编，该书卷帙浩繁，洋洋百余万言。另外还主编《中国历代诗词曲佳句名篇大全》，此书100多万字，由句及篇，全文注释，集近年来所出同类书精华之大成。 

 

吴丈蜀的古典诗词研究特点（何念龙撰稿）： 

 
首先，以实事求是和辩证的观点从事诗词研究。比如，作为一位旧体诗词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他不可能不对中国这一传统的诗歌形式有所偏好，但他并不因

此否定新诗，相反他认为旧体诗词也应有所发展。在《诗词曲格律讲话》中，他对诗的新韵用了不少篇幅来加以肯定，论证新韵应该取代平水韵，以为这是生活的

发展、语言的变化、特别是语音的规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尤为可贵的是，吴先生能从旧体诗词颇多束缚的格律中见出其形式比较自由、表现力丰富、内容广泛

的特性，他的这一见解深受许多学者的赞誉。与此相关，他对墨守成规、形式主义地恪守格律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不囿于前人陈说，在研究旧体诗词格律的

同时，不断探索一些新课题，颇多真知灼见。他的《词律改革刍议》一文，就力主对词的格律进行改革，提出形式当与时代相推移。由此可知，吴先生既精于传统

国学，又决不泥古守旧。 

 
    第二，以史统率，全面考察，探源寻流。诗词曲格律实际上是一门涉及范围较广且古奥难通的研究课题，况且声韵之学，口耳相传，古今变异也大。对于这

样一个难度颇大的课题，吴先生注意以史统率，他以旧体诗词的发展为线索，将所涉及的问题贯穿起来，全面综合考察，这样就使纷繁无绪的知识系统地连贯一

体。如《词学概说》一书，对词的起源、发展、其基本特征与表现形式等方面作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在起源和格律等问题上，从古代诗歌发展史的角度，通过对

诗与词的多方面之比较和细致具体的分析，提出了符合词的发展规律和词的艺术特征的见解。这样在词学领域里，不仅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对于今人词的学习与

创作也有指导意义。在研究中，吴先生力戒片面，实事求是，洞明义理，勤劬考据。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透视，学风谨严。如对词的格律，首先阐明其主要通

则，然后又列举其变体变例。对一般与特殊、内容与形式、歌词与音律诸对立范畴的矛盾双方两下兼顾，主次分明，具体分析，剖毫析厘。对于那些古今聚讼纷纭

之处，诸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批评苏词为“句读不葺之诗”、“往往不协音律”；张枢作词把“琐窗深”之“深”，初改为“幽”，继改为“明”的协律问



题，诸如此类，吴先生均能尊重客观，探幽入微，做到“细心考古，平心论古”，通权达变，持论公允。 

 
第三，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的完美结合。早在30年代，吴先生在成都便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957年遭受不公正待遇后更是“发愤以抒情”。近四十年来，

苦心孤诣，精于此道，写了许多旧体诗词。仅以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为例，尽管诗人此时已是“盼到天睛鬓已苍”，然而晚逢明时，激情迸发，此期间创作的旧体诗

词就达2000余首。他的诗风清新俊逸，空灵而不浮泛，合律而又自如，且各体兼长，深得行家好评。正因为吴先生有如此深厚的创作基础，有着丰富的诗词素养，

深得诗词曲中之三昧，亦深知此中甘苦，所以当他深潜钻研，并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时，自然能以自己之体会悟性，洞察幽微，独有会心，从而提出一家之言。这种

由亲身的感觉体验到深邃的理性认识的升华，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可以这样说，吴先生的诗词研究著述，既融会了前人的卓越成果，更是他个人长期从事诗词曲创

作经验的甘苦结晶。这样，吴先生能发前人所未发，或者能与古今诗词论家上下其议论、商略其可否，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第四，学术研究与普及工作相结合。作为一位学者，怎样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能为社会上尽可能多的读者所接受，这是常使一些学人深感困惑的问题。吴先生

在这方面有较好的探索，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普及工作完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几部诗词研究专著大都采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写出来，名之曰“常识”、“讲话”，

论述也能深入浅出，但里手行家却不难从中读到真知灼见。在这些著作中，吴先生十分注意诗词曲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能给普通诗词爱好者以全面扎实的基础

知识，并给他们以科学的考察问题的思想方法，有助于他们的阅读、欣赏并学习创作旧体诗词。在这些著作中，吴先生又十分注意诗词知识中特殊性个别性的问

题，引导读者作更深一层次的研讨，以求新的突破和建构。值得一提的吴先生的《中国历史三字经》，此书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以极其概括的精炼语言，用传

统的三言韵语形式表述出来，其中有史实、有议论，发人深省、生动活泼、雅俗共赏，堪称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进行普及工作的精心之作。 

 

代表性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