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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探索者
———戴伟华教授访谈录

戴伟华，陈景春

戴伟华，江苏泰州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唐代文学研究。1993 年获“江苏省新

长征突击手”称号，1998 年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校跨世纪学

术带头人。1999 年 2 月获准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2000 年起，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特聘教授、二级教

授，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

重点优势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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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 2 项、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著

作三等奖 1 项、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

奖 2 项、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1 项。

两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结项“优秀”等级，正在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综合研究”。

戴伟华教授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研究中

的地域文化和文人分布问题: 以唐代使府为中心”“地域文化

与唐代诗歌研究”“强、弱势文化形态与唐诗创作关系研究”。

出版专著《唐代幕府与文学》《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论文集

《唐代文学综论》《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等; 发表论文《独白: 中国诗歌的一种表现形态》( 《中国社

会科学》) 《论五言诗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 《李白自述待诏翰林相关事由辨析》( 《文学遗产》) 《张九龄

“为土著姓”发微》( 《文学遗产》) 《论〈河岳英灵集〉初选及其诗史意义》( 《文学评论》) 《佛教转读与四声发

现献疑》( 《世界宗教研究》) 《唐宋词曲关系新探》( 《音乐研究》) 《〈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

( 《历史研究》) 等 1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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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学科的视野:

激发古代文学研究新活力的重要途径

陈 ( 景春，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 戴教

授，您好! 据悉，近期您申报的“文化生态与唐代诗

歌综合研究”获批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在此要向您表示祝贺。
戴( 伟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谢谢。
陈: 就您本次申报的课题来看，您是希望从“文

化生态”的宽广角度去探讨唐代诗歌的生成、发展与

表现形态，这是不是一种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的视野?

戴: 是的。我本人很赞赏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思

路。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旧话题，20
世纪学者们在交叉学科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已经取

得了很大成就。比如，闻一多先生在论述《诗经·芣

苢》时，从语言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角度阐述了这首

诗的文化内涵，对《九歌》的阐释闻先生是在更为广

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其研究方法给人们的启示

非常深刻。陈寅恪先生的唐研究，“以诗证史”，开学

界风气之先，进一步丰富了唐诗的认识价值。文学

史上讨论诗歌起源问题，往往大同小异; 但民族学工

作者近年来以田野作业的方法搜集了一些近代还处

于原始社会末期民族的生活资料，用云南少数民族

的民歌传唱说明艺术起源于原始宗教或原始巫术，

这比过去“文学起源于劳动”的单一观点有所进展，

也更为全面。事实证明，古代文学有许多问题的解

决是依靠相邻学科的发展来完成的。这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应该

提倡。
1987 年我曾设计了一个课题来讨论文风嬗变与

地域 文 化 的 关 系，其 中《屈 赋 与 唐 诗———对 唐 诗

“文”、“质”之变的理论考察》可以算是开始关注唐

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这一研究范围。后来慢慢深入系

统做下去，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

研究》到《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我试图将

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一以贯之。
陈: 原来交叉学科研究古代文学还是旧话题，我

还以为您的研究理路是赶了时髦呢。众所周知，近

十几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已渐渐地从传统文史结合进

一步扩展细化，涌现出如地域与文学、制度与文学、
音乐与文学、经学与文学等学术热点。与之相应，在

多学科交叉视野下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也就成为时下

颇为盛行的研究方法。
戴: 学问不能赶时髦，不能哪种研究方法时髦就

采用哪种方法。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

问题。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事项，放在较宽广的背

景下进行研究，这不是趋一时之风气，而是由研究资

料与对象的本质决定的，是文学研究向深层次展开

的客观选择。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是符合文

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的，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清晰

合理的。以“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这个课题来说，

首先是“文化生态”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不确定

性。事实上，在唐代诗歌与文化生态关系的论述中，

文化生态就是对唐代诗歌的外延诉求和动态描述。
从研究策略而言，概念的动态化不是为了追求方法

论的创新、追求时髦，而是凸显了寻求解决文学史中

实际问题的努力。
有人说，有一种成功叫坚持! 我不去追逐时髦，

当然，如果把基于研究对象不断更新工具、不断寻找

有效的方法进行创新研究理解为追求“时髦“，那我

认同这种做法。
陈: 您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事项来研究，充分考

察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地域背景、时代风气，从多

个视角立体地再现唐代诗人的创作状态，图解文学

作品产生的社会画面，更深入地揭 示 唐 代 诗 歌 的

内涵。
戴: 不错，正是这样。
陈: 这的确是促进古代文学研究向深层次展开

的极佳视野。显然，在您的学术研究中，交叉学科研

究方法是激发古代文学研究新活力的重要途径，请

您谈谈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戴: 我以《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为题写

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1 年第 6
期，其中阐述了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一是交叉研究

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傅

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是学科交叉研究古

代文学的范例，其《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云:“这本书

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

的课题，是想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试

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式沟通，掇拾古人在

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

察，来研究唐代士子( 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

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

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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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素材和前资。”这一研究方法的涵盖面远远不止

文史沟通，而是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二是在

交叉学科中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交叉研究

不仅是工作思路，而且要通过交叉研究得出新颖而

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才是学科交叉研究的目的，也就

是要解决问题。任中敏先生的唐代音乐与文学研究

开创了一个领域，解决或部分解决了文学史中的一

些遗留问题。比如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多

种说法，而任先生是从音乐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考

察的，从文化层面揭示了词调的发生过程。
在学科交叉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其实并不容

易，困难之一就是对与古代文学发生关系的交叉学

科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比如说文学与史学的结合，

作为搞文学出身的人，对史学的知识准备就会不够。
这里举一个例子，传统观点认为，王维的《使至塞上》
创作背景为开元二十五年春或夏，王维奉唐玄宗之

命，以监察御史赴西北边塞慰问战胜吐蕃的河西节

度副大使崔希逸。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中国历代

文学作品选》回避了这一问题，没有说明王维赴崔希

逸幕和崔希逸破吐蕃之间的关系。其实，只要确定

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即可明了。《旧唐书》《资治通

鉴》均记载崔希逸破吐蕃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三月

己亥，然而据王维在河西所写《为崔常侍谢赐物表》
和《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可以考知开元二十

五年十一月四日前，崔希逸征讨吐蕃战事尚未发生。
战事的具体时间可通过樊衡《河西破吐蕃贼露布》断

定为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其中还表明了破吐蕃之

远因是吐蕃不听玄宗劝阻，攻杀唐朝属国勃律，玄宗

大怒之下准备还击; 近因是唐军表面示好吐蕃，可乘

其不备而掩杀之。又根据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开

元二十五年冬，勃律为吐蕃所破。据此可知，《旧唐

书》勃律“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记载有误，《露布》
及吐蕃史料均证明王维材料的真实性。对这一时间

点的考证可以证明王维《使至塞上》一诗与崔希逸破

吐蕃事无关。我把以上思路形成了《〈使至塞上〉与

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一文，这一论文发表在《历史

研究》上。
陈: 您刚才所举之例是文史互证的视角。除此

之外，您还成功地从音乐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研究

古代文学，并在《世界宗教研究》《音乐研究》上发表

大作，能否借此谈谈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操作要点?

戴: 交叉学科之间的互证是考证的手段之一，通

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联系史实，进而发现问题; 并通

过地下出土文献与纸上文献相参证得出结论，文史

互证，上例以吐蕃《大事纪年》等文献来订正《旧唐

书》和《资治通鉴》之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

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

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

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

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另外，真正意义上的在交叉学科中研究古代文

学需要时间做保证: 一是去熟悉另一学科需要时间;

一是交叉视野中的新课题需要以完备准确的资料为

基础，而这更需要时间。尽管如此，交叉学科中的古

代文学研究仍然有吸引力，它迫使我们不断去学习

新知识，同样也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收获。

“辨章学术”的承继: 实证治学的文化依归

陈: 在您刚才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您特别重视文

献考据、辑佚辨伪，这是乾嘉学派重要的治学方法，

主要运用于文献学。您认可这种方法吗?

戴: 乾嘉学术是乾隆、嘉庆时期出现的以考据为

治学方法的学术学派。其中，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术

的重要分支。扬州学派师法戴震，治学严谨、考证精

详，既博大精深又敢于创新。乾嘉学术( 包括扬州学

派) 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学、音韵、训诂，并涵盖史

学、文学、天文、地理等等，在学术史上有校正风气、
传承国故的贡献，其局限是过于重秦汉而轻近古，繁

琐细碎乃至不近世务。近代以来的王国维、陈寅恪、
胡适、傅斯年、钱锺书等学者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创

新并发扬了乾嘉学术( 包括扬州学派) 所倡导的实证

治学精神。
其实我对乾嘉学术所擅长的经学、音韵、训诂知

之不多。我在扬州读书、工作二十余年，这里的学术

氛围深受乾嘉学术影响，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师

友们就有不少是熟谙考据之道的，潜移默化之下，我

也略知一二; 其次而言，我对于乾嘉学术的代表人

物，如阮元、王氏父子，以及近代以来承传实证治学

精神的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学者怀抱敬畏之

情，并试图从中吸取学术力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提出目录学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也正适合古

代文学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我对乾嘉

学术所倡导的实证治学之风有文化上的自觉依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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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实证治学的关键是在充分占有文献的

基础上，以考据为方法，以问题为指向，回应、解决古

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此举一例，唐人选唐诗

的系列中《河岳英灵集》影响较大，但是其成书过程

由于版本的不同而存疑不少。我以《河岳英灵集》的

成书过程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通

过将日本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古抄本《文镜秘府论》南

卷所收录《河岳英灵集》之《叙》《论》和《文苑英华》
本以及通行本之间的成书时间、收录诗人数目、收录

诗作数量作比较，清晰地再现出《河岳英灵集》一书

产生的过程，同时搞清楚了“起甲寅”的缘由。
陈: 在您的论著中，经常会提到任中敏、傅璇琮、

王昆吾等先生，请问这些学者是如何影响您? 您又

是如何继承和发挥他们的学术的?

戴: 任中敏先生是一代词曲大师，是新中国首批

博士生导师，在学界有崇高的地位。1918 年，任先生

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追随词曲大师吴梅先生。毕

业后，他留居吴先生“奢摩他室”书斋，两年时间读尽

吴先生收藏的词曲典籍。在 1980 年以前的四十余

年时间里，任先生辗转流离，在极为艰苦的政治环

境、生活条件下，完成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

探》两书，撰写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
和《优语集》，学界为之震撼。1956 年，任先生在《唐

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一文中描述了其学术追求: 对

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和伎艺作了全面研究。
任先生于我而言，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于其

深邃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还在于他追求学问的超

凡毅力。任先生的工作程序和著述体例也给了我很

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唐声诗》《唐戏弄》都是在充

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揭示文学现象后面的

事物运行规律，建构自足的文艺体系。其著作通常

是上下两册，文献资料整理与理论阐述各为一册。
我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和《唐代使府与文学研

究》两书事实上就是任先生著作上下册形式的呈现。
我和博士生张之为历时两年完成了任先生《唐声诗》
校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在表达对任先生的

敬意。
傅璇琮先生是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古籍整理

专家和出版家，是当前学界最突出的领军人物之一，

学术成果丰硕，其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

与文学》，编纂体《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唐才子传校笺》《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一部部

鸿篇巨著成为文史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
傅先生于我而言，如师如友。他对我既有学术

理路的指引之功，更有对后学奖掖提携之情。傅先

生精于考据与文献，治学路数近于岑仲勉先生，更继

承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途。诚如傅先生所云:“陈

寅恪难于超越之处，是他的通识，或用他的话来说，

是学术上的一种‘理性’。这就是经过他的引证和考

析，各个看来零散的部分综合到一个新的整体中，达

到一种完全崭新的整体的认识。”傅先生所倡导的文

化角度和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已成为近二三十年

来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学风，对后学影响巨大。傅

先生对我辈学者颇多奖掖，自我的第一本专著《唐代

幕府与文学》纳入傅先生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
以来，傅先生开始了对我学术研究的鼓励和支持。
他在为我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时说到:“他来

信要我作序，我觉得在当前出版难，写书难，特别是

搞考证资料难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是理应为这

部著作说几句话的。这不但是为伟华同志本人，也

是为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特殊学术氛围中相濡以沫。”
他在《文学遗产》发表的论文中还说:“戴伟华先生即

专注于唐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研究，撰写有《唐方镇

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书，在这方面

极有开 拓 之 功。”傅 先 生 对 后 学 的 奖 掖 无 疑 让 人

感动。
王昆吾师是任中敏先生的得意门生，硕士期间

师从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专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

士阶段转为隋唐燕乐歌辞研究。王先生是我的博士

生导师，王师 80 年代已蜚声学界，曾是上海师范大

学( 兼扬州大学) 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首席教

授、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

文学中的音乐文学、神话学、域外汉文学及文献学，

著作有《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唐代酒令艺

术》《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越南汉喃文献目

录提要》《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隋唐音乐及其

周边》等十多种。
王师继承综合了王运熙老先生“天子狩猎”式

( 目录学指引) 的治学方法和任中敏老先生“大禹治

水”式( 穷尽所有的资料) 的治学方法，强调资料与理

论并举，每做一项研究，都是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入

手，而且尽可能穷尽原始文献。比如他在撰写博士

论文前，先编定了 120 万字的资料书———《隋唐五代

燕乐杂言歌辞集》，然后再写《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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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研究》，可谓资料基础扎实、理论研究先进。为此，

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得了很多奖励，包

括中国图书奖的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等等。
这些成功意味着一种学术方法的成功，王师将其成

功之治学方法传授给了博士生们，要求我们先做资

料考订，再写学位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唐代使府与

文学研究》就是这样完成的。

持之以恒的追求: 唐文学研究的辛勤耕耘者

陈: 众所周知，唐代文史研究名家辈出，比如陈

寅恪、岑仲勉、任中敏、程千帆、傅璇琮以及台湾地区

的罗联添、严耕望等。相比较而言，唐代文学研究的

成果也远远多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段的成果，在

这种情况下，您为何还要选择唐代 文 学 作 为 研 究

对象?

戴: 研究唐代文学的人是很多，而且名家辈出、
成果丰硕，除了你刚才所举的之外，像当今继续领衔

学界的周勋初、罗宗强、王昆吾、葛晓音、陈尚君等教

授，在唐代文学的研究中都成就卓著。耕耘的人多

了，要出高质量的成果其难度也就更大了。这确实

是学者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之所以选择唐代文

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唐代文学的浓厚兴趣。我

是恢复高考后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早期的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术氛围很好，有师从容庚专

攻“小学”的王善业、唐史专家李廷先、王国维研究专

家谭佛雏、戏曲研究专家徐沁君等，后来又来了一代

词曲大师任中敏。还有历史系教授卞孝萱先生，他

曾助范文澜编纂《中囯通史》。我 1982 年 1 月留校

后，又幸遇葛兆光先生来学校工作，我的第一本著作

《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写作和出版也得到葛先生的指

导和帮助。大学时代最感兴趣的是充满美感的古典

诗词，尤其是唐诗。我喜欢去描写接触唐诗的最初

印象，还喜欢模仿和创作古典诗词。我试图在唐人

的诗歌咏唱中来印证自己对自然人生的体会，甚或

以自己的创作来和古人作比较。很长时间我就是这

样用情感去贴近古人，和大唐文化对话。有一段时

间我曾跟随赵继武先生学习格律诗的写作，几近入

魔。赵先生和胡乔木是中学同学，和沈祖棻是大学

同学，他是老派学者，述而不作，对传统文化修养极

深厚。虽然写作和以后走学术研究一路并不是一回

事，但这一时段的学习对我体会古代作品甚有帮助。
其后，我的兴趣逐步向研究靠近，在阅读中发现了一

些问题，于是开始逐步深入，想探究历史文化原貌，

试图解决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我选择唐代文学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大学快

毕业的时候，80 多岁的任中敏先生回归故里，从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来到了扬州师范学院工作，任先

生学力深厚、成果丰硕，在学界威望很高，是我国著

名的词曲学家、戏曲学家、敦煌学家。当年任先生申

报硕士生导师时，朱东润等老先生认为，任先生如果

不能做博士生导师，那他们也做不了博导了，所以批

下来的是博士生导师，这也是学界佳话。任先生无

形中给扬州师范学院竖起了新的学术标杆，也激励

着我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对唐代文学的更加热爱，想

做出一番大事业。
陈: 很多学者的学术起点在于其博士论文，可是

据了解，您的学术起点却是始于硕士论文，能否借此

谈谈您的学术领域和影响?

戴: 1986 年，我以中唐边塞诗为题做硕士论文，

其创新之处有二: 一是提出中唐边塞诗繁荣实由于

幕府兴盛的观点，二是利用了敦煌文献《伯 2555》
卷。多年来由此而不断拓展，先后写成《唐代幕府与

文学》《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
等著作，这一研究进程也是我努力实践自己的学术

理想和学术方法的过程。长时间去关注一个问题，

长时间去做一个专题的文献资料考辨，收获是不言

而喻的。
《唐代幕府与文学》是我的第一部专著，由于解

释和说明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所以产生了一定

的反响。傅璇琮先生非常高兴，他说: “我在看到伟

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一稿时，觉得竟有志同

道合者在，不禁为之跃然。”《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出

版于 1994 年，此书的完成对于我的学术工作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马来西亚学者赖瑞和教授在大著

《唐代基层文官》中是这样说的:“《唐方镇文职僚佐

考》则从墓志和唐史料中，挖掘出曾担任过文职僚佐

的大约两千多人次，按任职方镇排列，是一项重要的

基础研究，为后来学者提供不少方便。”
陈: 近几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很热、成果很丰

硕，要在重要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研究上寻求突破

是难上加难，而您却不断带给学界惊喜，先后开拓了

唐代幕府与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强弱势文化与文

学等多个新领域，能否谈谈您的“秘诀”?

戴: 重要的是态度。也许正是基于对学问的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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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促使我学术研究的严谨和多方的探索吧。我有

两个立足点: 一是回归文学研究，充分占有材料并灵

活运用很重要，但借鉴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立足于

文学研究，积极关注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二

是求索创新成为一种自觉追求，是我学术发展的动

力，我喜欢去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方向想不通，就反

复琢磨，想从其他地方着手，不断求索是我的学术理

想，也可以说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追求。
另外，对于材料我始终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总是

争取从常见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尽可能最大限度地

发掘材料提供的信息。如在关于屈原故里的材料

中，有一则是最为常见的，即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中

记载:“屈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须庙，捣衣石犹存。”
一般看来，这则记载中有关捣衣石的信息似乎没什

么意义; 但细读下去，发现它提示我们，捣衣石与纺

织有密切的联系。女须通常理解为屈原之姊，但若

将女媭与捣衣石联系起来，则不难作出在“女须”与

专主纺织的“媭女”星之间有某种联系的设想。因

此，我们对于女须身份的认识又多了一种解释，它还

可以是主管女工、纺纱织布的媭女星座。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我比较重视研究选题和方

法的独特性，形成个性化的关注角度。中国唐代文

学学会的两位年长的副会长阎琦和张明非撰文《傅

璇琮先生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提到:“每届年会的

主题发言人都是他慎重考虑后决定的，对引导并拓

展唐代文学研究往往能起到推动作用。如董乃斌的

宏观研究，赵昌平的诗歌理论研究，葛晓音的文学史

发展理论研究，陶文鹏的诗歌艺术研究，陈尚君的唐

代文献整理，戴伟华的唐方镇幕府文学研究，李浩的

地域家族文学研究等，都一一进入他的视野，并安排

他们作大会主题发言。”我能为唐代文学研究做好自

已的工作，还是很高兴的。
陈: 您最近主持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

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强、弱势文化形态与唐诗创

作关系研究”都获得成果结项“优秀”等级，您学术成

果丰硕而且质量过硬，请问您是如何保证研究项目

的质量呢?

戴: 我的体会有三点: 第一，全神贯注，独立完

成，这样能很好地体现自己思考的系统性、全面性以

及独特性; 第二，有充分的资料准备，一定程度而言，

材料保证了学术的质量; 第三是创新，即选题创新、
观点创新。比如“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改变

过去文史结合过程中文史分论或重史弱文的表述结

构，以文学问题立题，在文史结合中解决文学问题，

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

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

歌创作的研究。
陈: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时

有讨论，您的看法呢?

戴: 我从不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教学与科研是

最亲密的姐妹。科研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而教学又

会反逼你去从事科研。好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好的科

学研究者。我在本科教学过程中，不断去思考教材

中的名家名篇，上面提到的《〈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

吐蕃事无关》那篇论文，就是在备课时查找文献资料

发现的问题。在整理教学讲义《唐诗宋词研究》时，

对一些名篇又做了更贴近作品原义的解析以及艺术

鉴赏，如对苏轼《水龙吟》、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

箫》等作品的深度新颖解读，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报》，引起很大反响，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网、求是理

论网、中国新闻网、国学网、中国日报网、中国艺术批

评网、文化中国网等十多家网站转载。我常常在课

堂教学中讲授发现问题的过程，与学生分享最新研

究成果，也深得学生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其实，我在

不同场合都提出关注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重要

作家及其重要作品，这是一种职责，也含有为教学服

务、为社会服务的意思。
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多年来指导、帮助过我

的学术界前辈和朋友。

【责任编辑: 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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