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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讨会召开

[ 作者 ] 光明日报 

[ 单位 ] 光明日报 

[ 摘要 ] 光明日报2006年9月29日讯：由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杭州、金华举行。80余名专家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规律以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相关领域的探讨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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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06年9月29日讯：由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文

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杭州、金华举行。80余名专家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规律

以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相关领域的探讨展开讨论。陈大康及其弟子韩伟表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以编年的方式来重新构建文学史的基础，

试图影响乃至颠覆人们的文学史定见。范伯群指出《海上花列传》虽没有借助西方的影响，却在小说写作以及发行渠道等层面彰显出迥异

于传统的现代性。王嘉良指出了晚明小品对于现代艺术散文的文学发生学意义。黄仁生认为，现代文坛对于公安派的发现和接受，表明古

代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变的必然性；现代文坛围绕公安派的一系列论争，又说明文学古今演变的多元与复杂。梅新林从中国古代自西周以来

就存在的陪都这一独特文化视角探讨陪都文学的特质及其演变，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贡献了新视角，也丰富了文学史面貌。而陈开勇

的《佛本生与〈武王伐纣平话〉》、张勇的《悍妻与弱夫：从一种经久不息的婚姻模式看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徐艳的《试论散文语言

意义层面的音乐美》等都是从古代文学的某个创作现象来研究其历史的演进。何宗美的《明代南京文人社集与文学流变》则是从社团的角

度来探讨文学演变的轨迹。高玉认为，古诗词自身存在许多的特质使得它们不仅不能通过“今译”以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相反还会造

成伤害。骆寒超、陈玉兰则认为新诗已具有自己的反传统的传统，虽然这一传统有好的地方，但文章更犀利地指出，如不消除一些非诗的

东西，新诗就发展不下去。谈蓓芳认为，由于《狂人日记》运用了国外的文学格式和手法，“呈现”其“深广”的“忧愤”，这在中国的

传统中是上无所继承的，所以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潘正文指出，人们在深刻考虑“西学东渐”对于中国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

演进与发展的意义之际，往往忽略了“东学西渐”对中国文学观念演进的深远意义。而关爱和则从中、外对接的角度探讨指出，中国文学

的现代进程，是在“内源”与“外源”的合力下，通过各种微妙的化合与融通才最终实现的。董乃斌从文本、人本、思本、事本的角度来

剖析文学史类型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从而为文学史研究找到了最新的突破口。黄曼君也从古今贯通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式

作了多角度、多侧面的阐发。廖可斌概括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的意义：打破文学研究中的边界和壁垒，打破条块分割，建构一种古今贯通、

中西贯通的文学研究体制。章培恒总结此次会议丰富深入，有许多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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