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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8日，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古文选本与古文选本学研讨会暨

《古文要籍选刊》出版发布会在广州大学城中心酒店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

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澳门大学、江西省社

会科学院以及北京燕山出版社等科研院所、出版社的50余位专家、学者，就古文选本

研究中涉及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马茂军教授主持，多位专家在理论构建和实际操作层面上，围绕古

文选本研究相关议题和“古文选本学”的提出进行主题发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

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郭英德指出，中国古代散文与西方散文不同，包含大量应用性散

文，是生活中重要的阅读与传播工具，其文化地位非常高，文化功能无可替代，古文

选本和古文选本学非常值得发掘与探讨。华南师范大学蒋寅教授认为，相对于诗歌研

究，散文研究相对滞后，望散文研究逐渐向理论上升，建立起系统的散文理论与批评

体系。古文选本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材料，更是是审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媒

介。其中的评点尤其重要，因为它最能体现选评者的眼光和理论深度。此课题的研究

必能带动古文选本的研究，培养青年学者，成为华南师范大学有力的学术增长点。广

州大学戴伟华教授以《河岳英灵集》为例进行关于选序中的数字记录研究，指出每个

版本的存在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提出诗歌选本研究比古文选本研究更为深入，可以

为古文选本研究提供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达敏研究员表示，会议正式提出“古文

选本学”的概念对古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并以《古文辞类纂》为例，指出这是姚鼐

写的文章学史，通过选本的形式构建了桐城文统，提出了散文批评的重要理论，并在

其周围出现了一个选本群，对晚清民国的文章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他提出构建

“《古文辞类篆》学”和“桐城选本学”的设想。海南师范大学阮忠教授强调了古文

选本对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意义，除了选文接受与点评接受，古文选本学的文学

接受需更加关注选家接受与读者接受、选本内接受与选本外接受。而且古文选本并未

受到文学史撰写者的重视，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更多的关注。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教授

深感古文研究之薄弱、理论建设之不足，因此建议明确“古文”和“选本”的概念，

思考古文选本研究的边界。山东师范大学陈元锋教授认为《古文要籍选刊》的发行为

古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并呼吁选本研究者重视对诏令，特别是两汉诏令

的研究。暨南大学刘绍谨教授强调了古文选本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意义。上海大

学曹辛华教授呼吁学术界给予现当代旧体文学及选本更多的关注。北京燕山出版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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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总经理介绍了362册《古文要籍选刊》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学术与出版能砥砺前行的

愿景。羊城晚报社编委、副刊部主任陈桥生谈到了学术的普及化，提出希望学术成果

能以读者能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与会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古文选本文献的挖掘与考证。对古文选本文献进行梳理与考证的论文在参

会论文中占比最重。李矜君（华南师范大学）对宋、元、明三代的古文选本钩沉，对

其形态进行历时性考察，并注意到了经部典籍进入古文选本的过程。郑雄（北京师范

大学）考述了慎蒙的生平、著述及其所辑《皇明文则》的著录、编选等内容。陈铠婧

（华南师范大学）对明代三苏选本书首因袭现象进行整体观照，以此探寻选本形态演

进的规律。付琼（浙江财经大学）通过考证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与张寿荣的《后

八家四六文钞》，在对古文选本版本质量与流行程度关系的思考中获得创见。张莹洁

（华南师范大学）考录十一种康熙时期通代类古文选本，并分析其文献价值与文学价

值。卢坡（安徽大学）考证了不同版本的《古文辞类纂》的选文篇数。朱光立（中国

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指出《古文观止》的蓝本之一乃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

书》。金曼辰和曾肖（暨南大学）概括了《三苏文盛》的编纂思想并辨其真伪。踪凡

（首都师范大学）考辨了清代赋选的同名异实和同实异名。

第二，选本思想及其与学术之互动。诸多学者聚焦古文选本学中重要范畴的内

涵。谢婉仪和杨奔奔（华南师范大学）分别从明代和清代的古文选本中探寻“古文”

之涵义。汪欣欣（华南师范大学）通过梳理辨析明代“文必先秦两汉”说与其时秦汉

文选本的关系，得知明代“秦汉文”的断限上起战国分立之后，下迄三国统一之前，

指出明人从文学思想和政治理念两个层面建立复古学术体系，构建秦汉正统的“文统

观”。部分学者关注古文选本的选评思想和批评旨趣。黄卓颖（南京师范大学）指出

茅坤将“逸调”作为“龙门家法”与古文理想境界，并将其运用于《唐宋八大家文

钞》的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明代中期以来形貌模仿与谨守门户的复古习气，

又以其规范自我创作，使自我文风发生改变。李依蔓（河南大学）在《明文授读》与

《明文英华》比较研究中探讨黄宗羲和顾有孝的散文理念，揭示两者之间的学术交融

性和地域差异性。王兵（福建师范大学）探讨了康乾时期《御选古文渊鉴》和《御选

唐宋文醇》两部御敕选本中的古文观念和文政角力。刘慧宽（上海大学）概括了姚培

谦《古文斫》的评点观及其独特的评点风格。还有学者注意到古文选本与学术之互

动。林锋（北京大学）在比较《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的共性与差异时，探析明



代文体学发展的转换消息和内在逻辑，以及理学思潮对文体学的影响。郑天熙（华南

师范大学）关注了晚明崇奇好异社会思潮下明代古文选本的多维面相。曹阳（暨南大

学）论述了实学思潮对明末古文选本的影响。张凯（暨南大学）探析了古文评点与章

句之学的互渗。陈沁云（山东大学）关注了章太炎与桐城派在文学理论上的论争，特

别是在文体分类和古文创作上。杨新平（西北大学）分析了吴闿生《汉碑文范》的选

评思想，展现金石学与文章学之互动。

第三，古文选本视野下的文学经典化。古文选本是研究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

窗口，文学的经典化是在传播中完成的。黎清和刘双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采用数

量统计的方法，通过古文选本观照曾巩散文及其经典化进程，并探讨了理学思想对古

文传统的涵容、实学思潮对古文接受的浸染以及科举制度对古文走向的影响。李法然

（首都师范大学）通过考察《二十先生回澜文鉴》与“奥论系”选本探讨了两宋文章

典范的递变，认为不同于北宋文章以“宋六家”为代表的经典作家作品，南宋以“奥

论系”为代表的文章典范不受士大夫的控制，由“职业文章家”和“能文书贾”等中

下阶层士人造就，有别于北宋的独特面貌，反映出文章学的“近世”转向。

其他还有吴微（安徽师范大学）关注了桐城派古文选本的教科书性质，揭示其文

学教育功能。王思豪（澳门大学）考察了古文选本中“桐城派”的古赋观，探寻古文

选本的文学史意义。蒋旅佳和廖家燕（陕西师范大学）以渡贯勇《文章轨范钞本》的

删编为例，呈现《文章轨范》的域外改编与剪裁之一隅。谷维佳（华南师范大学）注

意到《新安文粹》在地域性文献总集编纂的历时性文学生态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及其

典型意义。

最后，蒋寅教授在闭幕致辞中表示，《古文要籍选刊》的发行将会对古文研究、

选本研究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他深感选本研究之不易，强调做学术需用心，在选本

研究中要有“类”的意识，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整体观照。同时，蒋寅教授对年

轻学者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通过参与项目，培养学术热情，形成学术团队，在学术交

流中逐步加深对古文选本全貌的认识，不断刷新选本研究的水平。此次会议依托华南

师范大学文学院马茂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古文选本整理及研

究”（17ZDA247）。会议紧跟时代潮流，借助视频会议软件，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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