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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金元文脉 突出遗山主峰

──“纪念元好问逝世7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发布日期：2007-09-19  作者：张静

【打印文章】

    在金元文坛巨匠元好问逝世750周年之际，由忻州师范学院和元好问学会、辽金文学学会共同举办的“纪念元好问逝世750周年学术

研讨会”，于2007年8月9日至12日，在元好问的故乡山西省忻州市隆重召开。来自内地、香港、日本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

盛会，围绕元好问以及金元文学文化研究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会议收到论文45篇，其中元好问研究论文37篇，包括元好问的思想

观念、文学成就、诗学理论、诗词散文、续夷坚志、中州集、唐诗鼓吹等方面；金元文学研究论文8篇，包括金代文学的发展、金代文

学与科举、宋金南北互动、元代诗歌特征等方面。论文议题广泛，视角新颖，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转换的基础上，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都有所进展，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和继续深入探讨的课题。现将这些论文的主要观点汇报如下： 

1、元好问思想观念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教授的《从执着的故国家山之思向宏大中华观念提升》，详细论述了元好问的“中国”意识和华

夏正统观念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元好问何以成为金人“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总结者与更新者。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的《“沧海

横流要此身” ——论元好问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决与开拓》，充分肯定了元好问金亡之后不死、不隐、不仕但却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

动的第四种选择的重要意义，这一创举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表现在以仁为归的生死观、以事功为重的忠义观、以民为贵的道统观三

个方面。从主动积极地维护、弘扬、发展先进文化的角度，肯定了元好问的历史功绩。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当前元好问研究中新的观照视

角和评价尺度。 

2、元好问文学思想研究 

    对元好问诗学主张的研究，既有对《论诗三十首》的深入探讨，也有新的切入角度。河北大学王素美教授的论文《元好问论诗三十

首的理论价值》，指出《论诗三十首》的理论价值的三个倾向：性灵倾向，神韵倾向，格调倾向。三者交融契合，不可分割。香港方满

锦博士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人物编次研究》，首次揭示了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所论及的人物，是以诗风诗派为单元的组合，

富有创新意义地理顺了论诗三十首的结构脉络。大同大学裴兴荣的《从〈中州集〉作家小传看元好问的诗学思想》，通过《中州集》作

家小传中的诗词评论来探讨元好问诗学思想。在前人重视作家小传文献价值之外，挖掘其独特的诗学价值。江西师范大学张立荣博士的

《〈唐诗鼓吹〉不选唐六大家诗原因分析》，从《唐诗鼓吹》不选李杜、韩孟、元白诗歌的原因分析中，阐述了元好问的诗学观念。  

    词学主张、文章观念也是元好问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吉林大学王昊教授的《雅正与尊情：元好问词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及其意

蕴》，对元好问词学思想中的尊体和尊情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分析，并以此论证了近古以降，伴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雅俗分流，古

典美学理想中“真”与“善”愈加难以统一的趋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瑞卿博士《〈中州集〉文章观》一文，则从《中州集》中小

传透视元好问的文章观念。元好问对学问、性理并重，其文章观念是十分深刻和开放的。 

3、元好问诗词研究 

    元遗山接受史研究、遗山诗词集版本校勘，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 

    对元好问诗歌近八百年来接受与传播情况的研究，徐州师范大学赵兴勤教授《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强调了赵翼在元好问诗

歌传播史上的重要意义，并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论述了推重元好问的原因。二人在史学研究、文学创作以及学杜倾向方面的共同之

处，是赵翼推重元好问的重要原因。忻州师院张静副教授《论金元时期遗山诗歌的传播》一文，分析了元好问诗歌在金元时期即时传播



和后续传播的情况。即时传播以交往诗为主，借助口头与书面传播即写即传，为元好问带来当世的口碑。元代《遗山集》的编辑刻印，

扩大了遗山诗的接受范围，延续了遗山诗的传播，为明、清人对元好问诗歌的进一步接受和阐释奠定了基础。安徽师范大学胡传志教授

的《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则将元好问纳入稼轩词的传播中，勾勒稼轩词在北方的接受传播轨迹的同

时，论述元好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稼轩以词陶写性情的观念，挥洒自如、随心所欲等表现手法，通过元好问等人的传播深入人心，从

而推动了金末元初南北词风的融合。 

    遗山诗词集版本校勘方面，忻州师院狄宝心教授的《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改动原本的得失》，重点对施国祁笺注遗山诗对原

本改动的得失进行分析，径改原本中的刊印讹误，省却了读者翻检之劳，而有意替作者改正错误，则求是不求真，背离了遗山诗原貌。

《遗山诗原貌考》中对七首遗山诗的原貌进行了探讨。忻州师院张静《〈元好问全集〉增补诗辨误》一文，对《元好问全集》增补中误

收的八首诗进行辨正。复旦大学颜庆余的《元好问词集的版本问题》，探讨遗山乐府的版本源流以及三大流传系统，介绍了遗山词的九

种词集版本。 

4、元好问散文、小说研究 

    元好问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对元好问的散文、小说等的研究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南通大学王

树林教授《金末文风走向与元好问散文审美理论的形成》，从金末散文风尚走向来考察元好问散文审美理论的形成及特征，元好问既是

金代散文的集大成者，又是元代散文的开启者。中国传媒大学王永博士的《论元好问的散文理论和记体文创作》，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

面较为准确地评价元好问的散文成就。 

    山东教育学院李献芳教授的《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文人交往新探》一文，对《续夷坚志》中94篇描写文人交往的

故事进行考察分析后认为：《续夷坚志》通过记叙文人的行踪和故事，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体现了作者“以小说存史”的

观念。 

5、金元文学研究 

    周惠泉先生的论文《金代文学历史发展新探》，对包括诗、词、文、院本、杂著、诸宫调等在内的有金一代的文学发展历史进行了

全方位的论述，并指出金代文学为中华各民族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江苏大学刘达科教授《金朝科举与文学》一文，从四

个方面探讨了金代科举对文学所产生的深广影响。南开大学查洪德教授的论文《元诗独特风貌的初步考察》，论述了元代诗歌“形象而

非理致、以理制情”的独特风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周建江教授的《姚孝锡文学创作及其文化精神》和忻州师范学院徐翠先教授的《谈

丘处机山水景物诗的审美特征》，对金代文学的研究从个案入手，周教授主要探讨由宋入金诗人姚孝锡身上所体现出来文化传统的人文

精神和文学精神。徐教授则从三个方面对金人丘处机山水景物诗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论述，开辟出一片别开生面的学术园地。 

    此外，山西大学牛贵琥教授《山西省地方志所载元好问资料索引》一文，对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山西通志、府县、州志、县志

中有关元德明、元好古、元好问、元泰、元严的资料研究进行搜集整理，编成索引，为元好问研究提供了详尽的地方志资料来源以及便

利的文献检索，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的查阅，对元好问研究的持续深入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纪念元好问逝世7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经过充分的交流，在金元历史政治文化大背景下，对元好问的历史文化贡献和文学成就作

了深入的探究。除交流论文外，有的学者重在争鸣，有的学者另辟话题，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会议期间，学者们还拜祭了元好问

墓，元好问学会会长刘泽宣读了祭文。会议还进行了新一届元好问学会领导人员的改选和理事的增补，推举姚奠中、刘泽为名誉会长，

卢兴基、刘扬忠、周惠泉、刘泽、李正民、降大任等十人为顾问，选举狄宝心为会长，齐存田、张晶、胡传志、牛贵琥为副会长，张静

为秘书长，理事共30人。并通过了创建元好问研究网页、发布元好问信息通讯、研讨会三年举办一次等会议决议。 

张  静（1967—）女，山西原平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诗词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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