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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纵论古代文学学科建设

[ 作者 ] 冷纪平 

[ 单位 ] 光明日报 

[ 摘要 ] 光明日报2006年3月31日讯：文学院和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不久前在北京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40余位著名学者就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发展与前景瞻望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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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06年3月31日讯：文学院和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不久前在北京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40余位著名学者就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发展与前景瞻望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学者们认为，中国

古代文学在百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建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改革  开放以来，古代文学学科建设有了新的发展，研究生教育已

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是在学科发展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方

面的问题，从整体上显现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阐释的不够，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如乐府文学、赋体文学等的重视不够。而在本

学科的学科定位方面，至今仍存在着一些概念模糊和边界不清的现象，这显示古代文学这个学科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够成熟。在具体的文学

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提出了更多的看法。大家认为，从建国以来，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对中

国古代文学的价值评判也有泛政治化倾向，用政治评判代替文学评判，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它的科学认识。现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学

的教师和专业研究生，擅长于从政治文化的背景上分析古代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是却拙于对古代文学艺术本身的深入分析。特别是

拙于对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对文学做为语言艺术，文学的结构、情节、细节、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由于学科划分的过细，造

成了教师和研究者的视野狭隘与知识的不足，不能对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进行打通式的研究，有时连古代文学内部的研究也不能打通，

缺少历史连续性和其它文化因素的多方面的观照而显得学问的单薄。由此而引起的是学术研究模式的单一和缺少个性化，一些人不是为了

求真而去研究学术，而是为了功利去研究学术，虽有丰富的资料和严密的逻辑，但是却没有激情，也没有创造性，论文的写作千篇一律。

而由于古代文学研究中本身存在着一些非科学的现象，特别是由于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缺位，也导致了社会上一些不讲

任何学术规范的所谓的“草根学术”的泛滥。从学术自由这一角度讲，这种现象的产生虽然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现实，但是从另一个

方面讲，则说明古代文学界没有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关心和引导社会的学术责任，这也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文

学在高校中文系学科建设中的问题：与会学者们指出，在近年来的高校改革和发展中，随着一些新课程充实到中文系教学中来，古代文学

这一学科的教学课时大量的减少，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门学科在整个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基础学科与骨干学科的地位，这提醒我们应该

认真地思考当前中文系课程建设的科学性问题，纠正当前不断地缩减古代文学课时的错误做法。学者们还指出，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中

存在着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重理论阐述而忽视文学原典的问题。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学习更多的重要文学原典，是提高学生古代

文学素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生教学和培养模式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由于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单一化，也不

利于研究生的培养，大家都在一个研究模式里选论文题目，创造性的研究生论文就很难产生。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高校评估机制中存在

着重数量、轻质量的急功近利倾向，也让教师和学生们难以安下心来进行有深度的学术研究，使得学校的学风变得十分浮燥，从长远来看

对于培养人才是不利的，对于学科建设也是有害的。因此学者们呼吁改变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把制造学术泡沫的根源除去。要尊重

学科教育本身的规律，要净化我们的学术环境，要让大家都有一个安心读书和做学问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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