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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苑掇英》为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论文集。
全书分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和教学与教法
论六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避忌讳与古音韵考证，“历史长河”中的专名与摹状词，《红楼梦》人
物与回目关系之探究，普鲁斯特的美学观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悖论，关于作文命题的一点思
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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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语言文字学避忌讳与古音韵考证唐宋“煞”字考试论主观量标记“没”、“不”、“好”从青少年
上海话语音看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试论方言演变中的基层替换试论比字句的形成及其与先秦两汉
有关句式的渊源关系——兼论“词汇兴替”史佩信（执笔）杨玉玲《慧琳音义》“倮”“裸”“倮”
“躲”“踝”“赢”“赢”“赢”形音义杂考“历史长河”中的专名与摹状词关于同一律、矛盾律和
排中律的修订客赣粤平诸方言溪母读擦音的历史层次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细则研究单虹王颐嘉楚简文
献的复音词研究楚地出土文献中“■”字的用法和来源说“去”、“■”从“福娃”英译的归化和异
化看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的趋势中国古代文学《红楼梦》人物与回目关系之探究李渔小说创作论从“
透脱”看诚斋诗学的理学义蕴康熙朝诗风转变之关键——以陈廷敬诗集分析为中心《金瓶梅》中的文
人群像及其边缘位置论吴敬梓的经学观对其创作之影响杜甫诗史解先秦诸子天地之性人为贵论陶渊明
斜川之游释证且从康乐游山水，何必风流入会稽——论李白对谢客山水情怀的回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普鲁斯特的美学观点对“进一步、退两步”新说的反思与认知——从美国对比较文学独立学科性质
的一种新界定谈起在诗与散文之间——论屠格涅夫的小说文体“户户点灯惟独我家”——关于诺贝尔
文学奖的思考孙璋的《性理真诠》及其对太极的诠释“这一本不是书，是对人格的污蔑”——亨利·
米勒的《北回归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精神分析学说——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双重人格乔伊斯
与尼采中国现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悖论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以
《草叶集》为参照谈郭沫若的域外诗作穆旦“新的抒情”实践及其诗学意义文艺学论刘勰理论创造人
格形成的个人因素当代文化美学的缘起、内容和课题舞蹈艺术三题论都市时尚及其文化趣味华夏审美
意识的结构初探教学与教法论读解理论与阅读教学策略关于作文命题的一点思考论新锐城市散文的叙
事知性语文设科初期的赫氏教段实验黎锦熙写作教学改革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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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在目前诗歌批评并不景气的情况下，“草根性”还算是一个比较开放、具有一定启示性
的概念的话，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打工诗歌”和“底层生存写作”等说法则需要打上更多的问号。
　　作为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环境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以“农民工”为主的“打
工者”群体，其缺乏基本权益保障和尊严的生活境况近些年得到广泛的报道和披露。
面对其触目惊心的苦难和悲剧性命运，任何人态度上的矜持都难免受到道德上的质疑；对“打工者”
群体命运以及与之相关的“三农”等社会公正问题的关切以至介入，也很容易被视作知识分子道义承
当的直接体现。
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打工诗歌”等命名在一夜之间浮出文坛，受到人文学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一些诗歌论者更是把它当成了诗歌“再生”的新大陆，是“对技术主义的一个小小反拨”⋯⋯，“打
工诗人”的写作因此也被提升为“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
接联系”④。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作为打工者自己创作、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特殊文学现象，打工诗歌的
出现并非始自今日。
早在1990年代，在“打工”群体最为集中的广东省，就有一家地方刊物《佛山文艺》，因大量发表“
外来工”创作以及反映“外来工”生活的作品，而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半月刊②。
后来，该杂志更因此增办一专门的《外来工》杂志（后改名为《打工族》），作为自己的生存发展之
道。
意味深长的是，湖北省妇联主办的畅销杂志《知音》，随后也创刊《打工》杂志，藉此加入对这一新
的文学市场的分割。
　　出版商的敏锐与策略自不必说，倒是“打工诗歌”在今天文学界的得到加冕，的确耐人寻味。
作为对弱势的“打工者”群体的道义声援，重视“打工诗歌”、支持“打工诗人”的写作，无论如何
都是值得赞扬的。
但如果因此而将“打工诗歌”或相关题材的诗歌写作，提升为关乎当代总体诗歌实践的某种宏大叙事
甚至于裁判标准，恐怕就太过矫情而危险，即使把它升华成更为动人的“底层生存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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