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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简介】戴伟华（１９５８－），男，江苏泰州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广东省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负责

人，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刘禹 锡 研 究 会 会 长，广 东 省 优 秀

社会科学家。出版有专著《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

余篇。

探寻刘禹锡研究的新视角

戴 伟 华

　　丙申岁首，推出刘禹锡研究专栏，十分欣慰。回顾刘禹锡研究，开拓新境，探寻新视角，是非常有意

义的。刘禹锡集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于一身，在中唐诗人中有突出地位和重要影响。单就文学一端

而论，《四库全书总目》云：“其古文则恣肆博辨，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

馀，气骨亦在元、白之上。”除此而外，刘禹锡创作中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向民歌学习，写出民歌风的

《竹枝词》。
如以《竹枝词》为例，应有两个视角值得关注，即文化视角和艺术视角，前者是拓展，后者是深化。首

先，从文化角度去考察，这类民歌体诗歌正反映了文学运行中，雅、俗文化的并存互用的关系。在研究文

学演进或演变时，常常要关注下层文化的运行，以此解释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但底层文化活动

状态很难在正史或主流文献中得到反映或记载，刘禹锡的相关作品就成了窥见下层民众文化活动的珍

贵材料。因此，古今论刘禹锡诗歌，大多推崇其《竹枝词》一类学习民歌的诗作，《石洲诗话》卷二云：“刘

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至于铺陈排比，辄有伧俗之气。山谷云：‘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昔子

瞻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又云：‘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极为确论。”民间歌

谣对作家的影响，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的渗透，往往孕育新的艺术品种。刘禹锡喜爱民间创作，并从民

间文学中吸收营养应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云：“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
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者为贤。聆其音，中

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
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

歈，知变风之自焉。”《旧唐书》和《新唐书》于此都给以重要关注，《旧唐书》本传云：“贬朗州司马。地居西

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

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

辞也。”《新唐书》本传亦云：“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

回，其声伧儜。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

武陵夷俚悉歌之。”如此重视，比较少见。

其次，从艺术角度去考察，这些民歌体作品确实与众不同。其一，不主格律主情韵。“南人上来歌一

曲，北人莫上动乡情。”上句“南人”和下句“北人”中的“人”同字平声；“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

愁。”上句“花红”和下句“水流”中“红”和“流”都是平声字；“桥东桥西好杨柳”，“桥东”、“桥西”都是平声

字。其二，多写当地景物，写夔州地区和与之相关的地区山川风情，白帝城、白盐山、蜀江、奉节瀼水、昭

君坊、滟滪堆、瞿塘峡、巫峡等地名。同时也描写了活动在这一背景后的人物，恋爱的男女，善于唱歌的

人民，来自成都的蜀客，负水的女子耕种的男子。其三，语言力求入俗流利，“侬”“个里”“懊恼”“等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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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力求运用当地的俚语，以达到演唱时与当地人易于产生共鸣的目的。其四，运用比喻。“花红易衰似

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其

五，使用民歌中常用的叠词的写作手法，“家家”、“年年”、“嘈嘈”、“苍苍”、“层层”。其六，对称，适宜口语

表述，“上”与“下”、“东”与“西”、“南”与“北”、“来”与“去”、“长”与“短”。其七，重复。“红花”和“花红”、
“春水拍山流”和“水流”，“桥东桥西”等。还有结构上的重复，“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两句

以“白”字重复领起。“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其中“桥东桥西”和“人来人去”在结构上是相

同的。
近年来，学界对刘禹锡研究的关注度不减，并且积极探寻刘禹锡研究的新途径。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２

日至２３日在连州市举行的“纪念刘禹锡赴任连州１２００周年暨刘禹锡学术研讨会”，也为研究刘禹锡提

供了许多新视角。学者们提交给大会的会议论文，展示出对刘禹锡研究的不同方法和视野，如查屏球、
陈彝秋在研究材料方面进行创新，充分利用域外汉籍，分别探讨了刘禹锡诗文在日本、朝鲜的传播与接

受；胡可先则关注了出土文献，其文章对新出土的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进行解读，探究刘禹锡与郭行馀

的交谊、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历史变迁等问题；陈尚君独具慧眼，从注释者的治学方法入手，关注瞿蜕园

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其研究开辟刘禹锡注本研究的新途径，且其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示范性的意

义。此外，还有的学者充分挖掘了常见的文献，如吴夏平考察了刘禹锡集纪文，发现了它们在文体学、文
学史、文献学上的特殊意义。与会专家学者的刘禹锡研究体现了学术视野开阔、角度新颖、方法多元的

特点。关于此次会议的情况，备见张兴茂《刘禹锡研究新进展———刘禹锡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刘禹锡研

究会”成立大会综述》一文。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一组文章，也是从不同视角、用不同方法研究刘禹锡

的。
郑真先的《论刘禹锡接受屈赋之表现及其因缘》，重在探讨刘禹锡接受屈赋这一文学现象，此文从政

治情怀、品性修养、社会批判三个角度分析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并从政治遭遇、生理状况、文化生态的

视角挖掘其中因由。这篇论文也是对孙琴安《如何正视唐赋文学价值》一文的呼应。徐乐军《刘禹锡之

子咸允府试事发微》考察远贬放还后的刘禹锡为爱子咸允府试事向崔群求情事实，指出当时府试官正好

是崔群学生张正谟。崔群遂以解头相托于张，结果却未能如愿。缘由可能是试官需要看各方面权要的

脸色，何况座主和所托之人均是掌权者的对立面呢？此文根据材料还原事实也是深化研究的一种路径。
陈彝秋《朝鲜士人眼中的贬谪诗人刘禹锡》以两篇拟作的解读为中心，认为受唐宋以来中国文人与史家

看法的影响，朝鲜士人在关注作为贬谪诗人的刘禹锡时，对其政品与人品以批评否定为主流，而充满同

情、理解之意的别调，则多与作家本人的贬谪境遇密切相关。秦丽纱《典范与校勘———再读〈刘禹锡全集

编年校注〉》，从文献学的视角再次审视《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的古籍整理价值，从资料收集、文献校对、
笺注考辨等方面分析，并通过举例将其特色归纳总结。文章附录的异文考订，也可圈可点。此文不仅是

对校注的赞扬，更是对像陶敏先生一样终生致力于学术事业的古籍整理者的致敬。张兴茂《刘禹锡研究

新进展———刘禹锡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刘禹锡研究会”成立大会综述》对“纪念刘禹锡赴任连州１２００周

年暨刘禹锡学术研讨会”进行了详细的总结。文章从刘禹锡诗文创作、刘禹锡哲学思想等９个方面充分

介绍了会议论文的成果与创新点，并介绍了“中国刘禹锡研究会”成立的盛况，为学界了解刘禹锡研究动

态提供帮助。我们期待刘禹锡研究的新视角不断推出，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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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文导读

探寻刘禹锡研究的新视角

戴伟华

刘禹锡集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于一身，在中唐诗人中 

有突出地位和重要影响。回顾刘禹锡研究，开拓新境，探寻新 

视角，是非常有意义的。2015年 11月2 2 日至23日在连州市举行 

的 “纪念刘禹锡赴任连州1200周年暨刘禹锡学术研讨会” ，也 

为研究刘禹锡提供了许多新视角。学者们提交给大会的会议论 

文 ，展示出对刘禹锡的不同方法和视野。与会专家学者的刘禹 

锡研究体现了学术视野开阔、角度新颖、方法多元的特点。关 

于此次会议的情况，备 见 张兴茂《刘禹锡研究新进展一 刘禹 

锡 学 术 研 讨 会 暨 “中国刘禹锡研究会”成立大会综述》一文。 

另外，本期特组织刘禹锡研究一组文章，也是从不同视角、用 

不同方法研究刘禹锡的，以对刘禹锡研究有所助益。

“悟其渔识”的教学与科研

刘俐俐

“悟其渔识”是教学的极高境界。 “悟”是认识、发现和 

理解的形象说法，高等学校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更有其“悟”。 

以 “悟其渔识”为切人点，全面回顾、总结和概括综合性重点 

大学教师如何确立教学与科研及其关系的理念，以及籍此理念 

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完成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与研究生培养等任 

务的具体实践、心得与效应。该文讨论、回答并探索了 “综合 

性重点大学教师如何确立教学与科研及其关系的理念，以有效 

的教学方法完成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与研究生培养等任务”的 

问题。

丨肃文化产业价怙链高端攀升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杨齐

甘肃文化产业以建设文化大省为目标，以实施文化提升行 

动 为 总 揽 ，以 华 夏 文 明 传 承 创 新 区 建 设 为 主 线 ，围 绕 “一 

带” ，建 设 “三基地” ，打 造 “十三板块”等措施，大力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表现出良好的态势，但文化产业基础差，附加 

值不高，处于价值链低端，各文化企业实力薄弱，缺乏资金、 

技术，管理能力也有限。文章认为，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 

程中’单 纯 依 靠 企 业 自 身 力 量 _实 现 ，因此需要政府在规划 

引导、品牌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甘肃文化产 

业价值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