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民：身体观视域下太极拳的哲学意蕴

[摘要 ] 某时代的哲学理念集中反映这一时代文化精神,

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又是对哲学的最好诠释。起源于明

末、清初的太极拳,与八卦掌、形意拳被称为传统武术

的代表,无论是创拳思想、拳理、拳法以及传承机制,都

印证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子,坚守"身心二元合一"、注重

"内外兼修"身体观,动作方法的运用体现中国哲学的方法

论和认识论,明显区别于西方哲学"身心背离"的二元身体

观。太极拳凭借身体的"体悟"和"习悟",达到身心一统、

内外兼修的目的。基于传统身体观视野认为,太极拳运

动立足于客观的身体、通过客观身体沟通自然、社会和

自身、注重客观身与主观身的高度合一、从身体实践中

感悟人生、关爱生命价值的身体行为文化,与中国传统

哲学的身心合一观相吻合,与儒家倡导的修身、道家养

生的思想一致。

夏秀：从“妄事糅合”到“强制阐释”：20世纪
以来关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三次省思
[摘要]<正>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在处理两种关系:一

是与本土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是与西方文论的关系。

无论是在创作还是批评领域,本土政治意识形态和西方

文论都或并行或交错地左右着中国文学的风格与走向。

因此学界对上述两种关系的省思也从未间断。就西方文

论与中国的"百年纠葛"而言,相对集中的省思已经出现过

两次:第一次大致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第二次大致萌

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如果算上现在的"强制阐释论”

就应该是第三次反思了。



郑中：洛庄汉墓出土乐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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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宏宇：宗白华与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建设

[简介 ]《宗白华与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建设》是教

育部青年项目的结题书稿，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扩建而成，包括导论、四章、结语和附录。《宗

白华与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建设》主要阐释宗白华

研究现状和中国当代艺术学建设面临的难题；学

界对宗白华艺术学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至

今没有这方面的有力专著；要解决中国当代艺术

学建设面临的难题，其中一条必要的途径是需要

我们从中国现代艺术学的建设中汲取营养，从先

辈的思想中寻找现代艺术学的生命源头，而宗白

华的艺术学思想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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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金：简帛文学研究

[简介]简帛文献即出土文献，近些年大量出现的简帛文

献，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新的材料，既可解决文

学史上的一些悬疑问题，为传世文献的可信性提供了

佐证，又为文学史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契机。20世纪以

来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与文

学有关。这些简帛文献已经成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材

料，对其进行研究并及时总结研究成果，是当下学术

前沿课题，本书稿即是对现已发现的简帛文学的一次

系统研究和总结。本稿将简帛文学分为神话传说、简

牍诗歌、辞赋、散文、古小说五个部分分别加以论列，

特别是就其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了细致的

分析与考辨，如简帛中的诗类文献《周公之琴舞》等，

这对于重新认识《诗经》及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都有

重要意义。作者对简帛文献资料熟悉，能够结合传世

文献做出较好的评价。

目 录

第一章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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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梅：诗经译注

[ 简 介 ]《诗经》是我国诗歌发展史的光辉开端。

本书作者对《诗经》的全部作品做了语译、题解、

注释考证。译文流畅，忠于原作；题解对每首诗

的中心思想或时代背景做简括提示；注释详实，

字必有解，言必有据，疑难之处，考辨古今学者

对《诗经》的传、笺、注、疏，判明是非得失，

择善而从。本书适用于一般爱好《诗经》的读者，

同时，注释考证征引资料丰富，可作为《诗经》

研究者的工具书。

《诗经》我国诗歌发展史的光辉开端。《诗经笺

注》作者以科学的态度, 详审慎择, 对《诗》的内

容与形式及有关问题做了简要的评介, 并对全部

作品做了语译、题解与注释考证。译文流畅, 忠

于原作 ; 题解对每首诗的中心思想或时代背景做

简括的提示 ; 注释详实, 广征博引, 判明得失, 择

善而从, 并以作者体悟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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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正：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

[简介 ]词亦名曲了词，是按曲谱填写的中国韵文的一

种。它萌芽于南朝，形成于唐代，盛行于两宋，延续

发展于元明清各代。词在中国文学阆苑中芬芳绚丽，

光彩夺目，流派纷呈，影响广远。自唐以来直至近代，

历经一千余年，词与诗在中华文化史上并行并茂，各

创辉煌。本书是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之一，“史稿”

这部学术史著作着眼于“通”和“全”，它由唐五代、

北宋、南宋、金元、明清五个断代分册组合而成，是

一部词体文学研究通史。本书是“唐五代”部分，阐

述了由“唐五代”至21世纪初的唐五代词研究，全书

眼界广远，资料丰盈，脉络明晰，评析精当，编纂得

体，为国内外词学研究者和读者群体，提供了丰富的

资料，是比较完整、浩博的典籍。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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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磊：镜像视野下威廉·福克纳时间艺术研究

[简介 ]《镜像视野下威廉·福克纳时间艺术研究》

很好地阐释了“时间”问题，解决了人们的困惑。

该书分析了拉康主体理论和福克纳时间艺术的相

关性，以镜像阶段理论中的“想象界”、“象征界”和

“真实界”等理论阐释了福克纳时间艺术中过去、

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福克纳时间艺术

是在南方传统文化熏陶下孕育的一种对时间的观

点或看法，也是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作品中表

现出来的一种透视南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学

艺术。如同镜像阶段理论中的主体一样，福克纳

的时间艺术也具有其主体性。他对时间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看法自成体系，相互补充、相互影响，

并在其创作过程中始终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体

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形式和内容上确立了现

在作为现实生活中唯一真正存在的时间形式，成

为集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统一体。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福克纳时间艺术的哲学考察

第二章 福克纳“过去”艺术：南方想象的“自我”

认同

第三章 福克纳“现在”艺术：南方象征的主体确

立

第四章 福克纳“现在中的过去”艺术：南方“自

我”对“他者”的认可

第五章 福克纳“未来”艺术：南方真实的“主体”

结束语：寻找新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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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洪民：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

[ 简 介 ]《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是研究八思

巴字碑刻的一部著作，亦是近年来汉语语音史领

域内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全书分上下两篇，上

篇将八思巴字文献与《蒙古字韵》作对比研究，

下篇为八思巴字58种汉语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目 录

上篇

绪论

第一章 从八思巴字资料看《蒙古字韵》

第二章 《蒙古字韵》声母系统研究

第三章 《蒙古字韵》韵母系统研究

第四章 八思巴字拼写规则对《蒙古字韵》的影响

第五章 《蒙古字韵》与元代语音研究

下篇

八思巴字实际应用文献整理

第一章 文献目录

第二章 文献整理

（一）圣旨

（二）令旨

（三）皇太后玉册

（四）中书省牒

（五）碑额

（六）年款

第三章 八思巴字文献与蒙古字韵比较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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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秉国：冯溥诗集笺注

[ 简 介 ]本书首次对清初诗人冯溥诗文作品进行整

理。冯溥（1609—1692），官至太子太傅、刑部

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是康熙前期京师诗坛的主

盟者。本书以山东省图书馆藏康熙间刻本《佳山

堂诗集》《二集》为底本，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康熙间刻本，并对其诗文广事辑佚。笺注包括

对诗中所涉人、事详细考证，集解有关本事。附

录毛奇龄《易斋冯公年谱》及新编年谱续编、传

记资料及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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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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