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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由李浩主编，旨在建立适应现代大学教育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体系
，从而使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成为一套可以学习、传授和交流的知识谱系，以指导学生的相关学习和研
究实践。这套知识体系将构建起从读书方法、中外学术思潮、思维方法、研究视角的选择到学术伦理
规范、论文写作技能等包含古代文学研究各个环节重要因素的有机框架，不仅从宏观上帮助学生把握
古代文学研究的全过程，给予学术理念的导引，而且从具体操作方法和技巧上指明规范化完成的途径
，使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最终化为学生得心应手的利器。本教材章节如下：
第一讲《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概述》
第二讲《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第三讲《读书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四讲《中学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五讲《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六讲《思维科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七讲《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八讲《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举隅》
第九讲《学术伦理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十讲《古代文学学术论文写作要略》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适合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批评史、审美文化
史等相关专业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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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概述    第一节 方法论概念的导入    第二节 方法论研究与方法论课程设置
述略    第三节 方法论课程的功能与作用    第四节 方法论研究的特点及本课程的主要内容第二讲  古代
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第一节 为兴趣而研究    第二节 为致用而研究    第三节 为求真而研究   第四节 
为自我完善而研究第三讲  读书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 读书的基本步骤和策略    第二节 博通与专精    
第三节 读书的具体方法第四讲  中学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 汉代经学与文学研究    第二节 魏晋
玄学与文学研究    第三节 隋唐佛学与文学研究    第四节 宋明理学与文学研究    第五节清代朴学与文学
研究第五讲 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 历史主义方法    第二节 主体性批评方法    第三
节 本体论批评方法第六讲  思维科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 思维科学的概念    第二节 思维科学的内
容    第三节 思维科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第七讲  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 古代文学研究
的基本文献史料    第二节 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方法    第三节 文献学知识与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
应用第八讲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举隅    第一节 基于逻辑学的方法    第二节 基于历史学的方法    第三节 
基于现代科技的方法    第四节 基于哲学与美学的方法    第五节 基于比较文化学的方法    第六节 基于人
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    第七节 基于现代语言学的方法    第八节 基于文艺学的方法    第九节 基于音乐学
的方法第九讲  学术伦理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 学术伦理与学术研究的目的    第二节 学术伦理与学
风问题    第三节 学术史与学术综述    第四节 问题意识与学术出发点    第五节 学术评价与学术审查    第
六节 学术争鸣与学术诉讼第十讲  古代文学学术论文写作要略    第一节 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二节 
学术论文的基本体例与类型    第三节 学术论文的基本步骤    第四节 学术论文的结构与语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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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我们对学术研究的致用性应持谨慎态度。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特殊情境下，
以举国体制，强调学术研究的致用性，诸如救亡救危，脱贫致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虽有其现
实合理性，但从学术史反思，仍应保持一分清醒和超越。　　闻一多和朱自清从作家、诗人身份转而
从事古典文学研究都有特定的时代因素。闻一多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的缺陷在于“不能适应环
境”，“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他把研究古典文学称为“向内走”。朱自
清也陈述了同样的原因，“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故做安心过日子。我
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
章原认为，寻找寄托是二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出发点之一，反映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时代的内
心痛苦，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们还有更高的抱负。闻一多的研究，“是为了替积弱的中华民族开一张
救世良方。这与他一贯主张的‘文艺救国’方针是一脉相承的”。朱自清的研究，“同样具有强烈的
时代意识”，他认为“文学研究不能脱离实际，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而应当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
的作用”。②　　朱东润一生积极进取，主张“力人生”而学术，“以古鉴今意识”③贯穿其学术、
创作活动中。骆玉明指出，朱东润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著作，如《后汉书考索》、《诗三百篇成书中的
时代精神》，肯定范晔对东汉志士仁人的褒扬，揭示《诗经》成书过程中蕴含的诸夏部族团结御外的
时代意识，“都和当日的特定环境直接相关”。至于《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更是洋溢
着救国存亡的热情”。朱东润的这种致用学术研究，在骆玉明看来，“朱先生不主张为学术而学术，
而是将之视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乃至呼吁人们奋起努力，争取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实际工作”
。因其如此，也使其研究有些缺憾，“较少抽象哲理的思考；评述古代人物，也较少注意与时代政治
无涉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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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看的是第二版。关于方法论的总结挺不错，里面提到的相关书目和论文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线
索。可作为知识和思路梳理用。
2、很全面，内容丰厚扎实。“无论创见多少，能力高下，至少保证做一个学术清白的人”。
3、我读的是第二版，学习前辈大家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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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的笔记-第207页

        论文应该争取公布，不发表，得不到批评。

很多人都害怕批评，殊不知，没有批评， 就没有进步。

2、《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的笔记-第193页

        学术论文的写作一般要经过以下五个步骤：1.掌握专门知识；2.确定选题；3.收集资料；4.处理资
料；5。形成论文。
这段话给我印象深刻，因为短学期听了人文学院10个老师的讲座，有提到论文写作步骤的，都没提到
第一点。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本科生，这一点恰恰是最最基础
的。
现在的大学，课程论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把学生压得透不过气，多是老师想拔苗助长。知识没有
积累好，请问哪有判断力去选题？有人说，老师可以提供选题，殊不知这是很多大学老师也头疼的问
题。如果从学术之初就呈现一个嗷嗷待哺的样子，无法自己走，那学术前景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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