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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界首次年谱专题会议——“年谱与新文
学研究的经典化”学术论坛在我校召开

时间：2016-08-22点击：524 

  8月17日、18日，由我校文学院主办、《新文学史料》《文艺争鸣》《现代中文学刊》
等联合举办的“年谱与新文学研究的经典化”学术论坛在我校召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南
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校等30余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多家学术期刊的40余位专家学
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年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体裁和学术方法，自宋以来，代有所作、绵延不绝，共产生年
谱5000 多部。年谱在人物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学者孙德谦曾誉年谱为“最得
知人论世之义”，夏承焘称其“诚史学一长术也”，胡适甚至说“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
高等的传记”。在现当代文学界，年谱工作长期未引起足够重视，近些年，年谱及与之相关
的史料、文献领域振兴势头日劲，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补偏救弊、正本清源的作用。

  此次论坛是国内新文学研究领域的首次年谱学专题会议，与会人员多为在新文学作家
年谱撰述或新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方面富有实践经验、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专家学者。本次
论坛围绕年谱学的基本理论，中国年谱学术传统，新文学作家年谱撰述的历史、现状与前
瞻，重要谱著评论，近年来文学史编年研究热潮的反思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
探讨。

  论坛期间，还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年谱著作展”，展出关于古代人物的经典谱著、现当
代文学人物年谱和编年体文学史研究著作300余种，包括由我校文学院师生撰述的多种已刊
或未刊当代作家年谱。与会学者一致表示，本次论坛对于推动年谱事业、推动新文学研究
的经典化、引领健康学风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此次论坛是我校建校70周年校庆学术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学院院庆70周年暨
青年学者学术论坛的第三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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