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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

白金杰

'#))

年
)'

月
)O

日至
)(

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遗产*编辑部%吉首大学联合主办"武

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

重召开#会议收到论文
'#

余篇%其中书面发言
)

篇%各馆藏刘永济著述目录
S

篇#来自

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杂志社的专家共计
S#

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传统文化中心副主任陈文新教授主持"武汉大学熊礼汇教授

代为宣读了刘永济先生次女刘茂新女士的书面发言及授权整理刘永济遗著的委托书#武

汉大学黄泰岩副校长%)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吉首大学白晋湘副校长%武汉大学传统文

化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文学院院长赵世举教授%北京

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教授先后致辞"一致推崇刘

永济先生在古典文学诸多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高度赞誉整理出版先生遗著这一嘉惠后

学的举措#

与会专家怀着对刘永济先生的追缅崇敬之情"围绕三大议题展开热烈交流!+

)

,刘永

济先生未刊遗著整理%出版工作的进度及展望$+

'

,刘永济先生已刊著述在古典文学各领

域的卓越贡献$+

!

,刘永济先生的人生理念%治学传统的垂范意义#学术研讨会共分两场"

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传承学脉!整理刘永济先生生前未出版的珍贵手稿

刘永济+

)DDOJ)(""

,先生曾历任东北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

长%武汉大学代校长#先生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史上最辉煌的学术群体&五老八中'之首"学

问精通博深"为武汉大学文学学科建设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其当下

声名远逊于其实际成就#究其原因"概是先生遗著及藏书虽多"但见诸铅楮者甚少"除部

分由亲属珍藏外"主要藏于四处!武汉大学图书馆%吉首大学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和湖

南省图书馆"大都束之高阁"尚未整理出版"此为学术界的一大遗憾#本次&刘永济著述整

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正是由此发起"在刘永济先生次女刘茂新的委托授权下"先生所有

遗著%遗文%各种典籍眉批及书信等文献资料"将由武汉大学%吉首大学联合组建的刘永济

先生遗著整理领导小组负责#

先生手稿%批注内容博通艰深"涉猎宽泛"更兼分藏各地"不易整合#本次会议公布了

各馆藏刘永济手稿%藏书%藏书批注目录"可以窥见先生著述%藏书概貌#吉首大学图书馆

珍藏先生藏书
'#S

种"其中有先生批注者
!'

种"未发表手稿初步分为
)S

种!分别为)诵帚

?纪闻*%)诗郑笺孔疏待检*%札记
)

部%)周易*及佛学研究
)

部%)汉书*研究
'

部%)南史*

研究
)

部+藏稿缺两卷,%无书名著述
)

部%人物传记
)

部%地方志研究
)

部%戏曲研究
'

部

+藏稿缺,%读书批注%书信%年谱#湖南大学馆藏著述共计
E#

余种"其中手稿近半#武汉

大学现馆藏
E!

种藏书"其中部分眉识详备"另有著述%藏书
D)

种"已退还刘茂新女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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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在整理工作尚未从&地下'转到&地上'之前"已有两个群体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关注%研究刘永济先生

的遗著"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一组是武汉大学的熊礼汇%罗立乾%李中华%徐正榜等人"正在撰写刘永

济先生诗词校注%年谱及评传#另一组是吉首大学的诸位学者"他们此次提交的论文均以吉首大学馆藏

的先生手稿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戏曲学%史学%诗词学等诸多方面"或研究专著%或研究批注"或品评先

生诗词%书法"多有补白之语#如刘敦刚整理了先生手稿)古戏曲存*及)戏曲志*"认为前者从作品角度

提供了具体实证"而后者则是继王国维之后中国戏曲史的又一力作"更为系统严谨#吕华明研究先生手

稿)南史钩沉*"认为该书是先生力图撰写&全史'文学史的例证和正史考察部分的代表作#程安庸对先

生上千条批注按内容概述"并例举几则典范"以见先生读书之谨严#王焕林教授在)诵帚?初学稿*中择

取先生未刊诗六首作笺释"或可窥见先生早年+

)(!!

年前,诗作的风格#刘永济先生的学术成就尚有极

深广的空间亟待挖掘"随着著述整理工作的全面推进"将会带动相关研究"进而提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的境界#

二%研读典范!探究刘永济先生已出版论著的应有价值

刘永济先生对文学史理论%)文心雕龙*研究%屈赋研究%词学研究均有独特造诣"生前出版论著以此

四项最多"与会专家虽然在各自领域独有专长"分别展开论述"但有一个共同指向"即他们都将先生的研

究成果放在
'#

世纪学术史的研究背景下"认为先生在各领域的成就至今仍具重要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

对先生文学史理论的探究"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百年文学史撰写历程中"吴志达+武汉大学,就

)十四朝文学史要略*做出概括评述!&故其书独辟蹊径"着意创新"重在立纲论史"以持论为经"行文练要

而多卓见$以注释方式征引前修之说或加按语予以阐发幽微为维#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另有学者分别

就)十四朝文学史要略*的书写特色%学科理念和全史观念展开论述"鼎足而三"各有灼见#吴光正+武汉

大学,在文学学术史档案的背景下"提出先生的文学史书写与学衡派的关系"概括其十四朝文学史的逻

辑思维及鲜明体例!史论%史料%按语"三位一体"体现了刘先生文献考辨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

鲁小俊+武汉大学,则就)十四朝文学史要略(绪论*入手"提出卷首)绪论*乃当初为撰写全史而设"非专

指十四朝"故先生针对文学史的价值%内容及赏文之道等诸多论述"在此篇之中有集中阐释#王炜+华中

师范大学,从学科理念及典范意义上关照)十四朝文学史要略*"认为其思维模式%理论建构%学术理路%

治学方法对当下确立文学理念%文学学科理念%探寻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典范意义#此外"吕华明+吉

首大学,根据吉首大学馆藏的刘永济先生全部史料"佐证了先生的&全史'文学史观"认为先生的&全史文

学史'计划分为三步"一为藏书题签%夹签"基本完成$二是正史考察"已部分完成")南史钩沉*是该步的

代表作$三是撰写文学史")十四朝文学史要略*即是其阶段性成果#

在屈赋研究方面"先生亦创获甚多"生前已出版有)屈赋通笺*%)笺屈余义*%)音注详解屈赋定本*%

)屈赋释词*四种"于并世诸家中独树一帜#曹建国+武汉大学,对此四种著述及研究方法加以简要评介"

概括先生的治学精神及成就#邹福清+湖北大学,则专论先生的屈赋情志批评理论"并详细评析了先生

屈赋研究中提出的&明三难'%&去三弊'%&三途'与&六失'#两文均关注到刘永济先生对屈原的同情之了

解"对屈原精神之赞赏正可照见先生的人格理想#

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亦深受当代龙学界推崇"尤以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影响最大"包括

台湾在内的龙学界"至今仍以该书作为重要参考书#李建中%李峰+武汉大学,提出"刘永济先生通过开

设课程和著书立说两种方式"树立了珞珈龙学的优良学风"培养了大批优秀后进"形成注重整体性%现实

品格%教学结合的学统"他的)文心雕龙校释*等著作文章"奠定了珞珈龙学的地位和影响#朱燕玲博士

+武汉大学,分析了刘永济先生在共和国成立后撰写的)论刘勰的本体论及文学观*一文"关照该文写作

的文化背景"认为刘永济先生使用唯心%唯物等概念研究刘勰"既是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更是为求方

便地替刘勰辩护"能够给予古人同情的了解"可见先生识见的明睿#

刘永济先生在词学理论和创作方面均是行家里手"先后著有)诵帚?词选*%)诵帚?词论*%)微睇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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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词*%)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及)刘永济词集*等#学者们从先生对词学理论的贡献出发"角度虽有不同"

但都关注到了先生提出的&风会'这一独创性的学术见解#陈水云+武汉大学,专门评述&风会说与唐宋

词批评的现代意识'"认为&风会'是刘永济先生有意识地吸纳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克服了传统词学的派

性意识"提出具有现代意味的创见"体现了先生在
'#

世纪三四十年代传统词学研究的现代转型#张思

齐+武汉大学,则站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从词文学在汉文化圈的存在情形"考察词体在中国文学中的文体

特征"指出&错综'是词文类成立的依据"由此关照刘永济)词论*对中国词学的开拓"在&风会与时代精

神'一节中"提出&风会'说与西方文艺理论所讲究的&时代精神'多有相通之处#李旭+广东五邑大学,认

为除)词论*有&风会'专论外"其论词%评词也常由&风会'出发"这种注重世运%风俗对词创作和发展影响

的理念"可以给当代词学很多启示#

三%垂范深远!膺服刘永济先生的人生理念与治学传统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不但极力推崇刘永济先生的学术成就"也一致认为"先生的人生理念%学术理

念%文化理念足以垂范后学#先生的堂侄刘敦刚%堂外孙陈书良%关门弟子刘庆云%学生吴志达等人"还

深情论及先生的人格风范#更有多位学者引述先生生前常说的&人生前有千年"后有千年'"以此可知刘

永济先生具有崇高的文化使命感"&-以了解之同情.想象先生所富有的人生经验"体悟其充满历史沧桑

的人格建构之风骨与意脉"这本身就是一种事关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之铸造的大事情#'+韩经太语,)文

学遗产*编辑部作为主办方之一"感于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提出本次研讨会&意在

通过刘永济先生著述的整理和研究"传承先贤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为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不

可或缺的学术资源#'这也是本次会议的初衷所在#

会议在武汉大学程芸教授的主持下圆满闭幕"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武汉大学出版社刘爱松副社

长%湖南大学图书馆罗玉玲老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叶娟丽常务副主编先后致辞"表达了对

该项事业的大力支持#最后"刘永济先生著述整理丛书主编陈文新教授向各位代表%专家汇报了&刘永

济著述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缘起%进展%计划和预期成果!一是创办刘永济研究集刊"用研究推动整理$二

是整理出版未刊遗著的单行本$三是将整理完毕的未刊书与已刊本整合"推出更为精审%完整的刘永济

全集$四是催生相关项目研究成果及一批优秀博士论文#这些著述和全集预期在
'#)O

年整理完毕"将

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献给刘永济先生诞辰
)!#

周年的贺礼#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刘永济先生实是并世通家"整理先生遗著既可告慰前辈"亦可有功于当下"裨益

于来人"意义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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