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

（2024 年秋季学期更新）

中国古典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课程是中文系文艺学研究方向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程，主要集中在到

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段。本课程旨在梳理呈现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发展嬗变脉络，

重点呈现不同时代、思想流派的主导审美特质，主要通过原典阅读、阐释、讨论

的方式进行，在学生对上述两个向度有基本的知识学养基础上，尝试引导学生思

考何以如此的内在因由，同时中国古典美学的特质与格局在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生

成中的角色问题。

西方美学

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讨论与教师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系统的学习西方哲

学、美学的基础课程。审美理论来自于美学史，美学史是文艺学专业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在老师的指导和讲解下，对西方美学史上的各种思想和理论有一个较

为清晰的认识，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

值。学生需要在课前阅读和预习相应的美学史论述，阅读相关美学家的作品，了

解其美学思想，形成读书报告，以便在课堂之上进行交流和展示。教师应根据教

学的重点和难点，适当提前布置一些讨论的题目，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索，培

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本课程的重点研讨的对象是西方

古典哲学和美学，时间跨度较大，内容较多，不可能一一介绍，只能以点带面，

突出重点和难点，抓住西方哲学美学发展的脉络和历程，提炼出思想的精华，找

出问题所在。通过学习，学生能对西方美学史有一个大致完整的认识和判断，明

白西方美学在世界美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西方当代艺术批评》

《西方当代艺术批评》专题是面向中文、新闻、社会学研究生专业学习的一门具

有知识拓展性和实践应用性的选修课程。课程的内容主要有：西方当代艺术的溯

源和发展，艺术研究的重要观念、艺术转向、艺术文化理论与地理学、社会学、

文学、美学等学科的关系，艺术研究和文化现代性的关系。

本课程主要通过专题研讨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习、研究艺术文化各

种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尤其是在推动公共艺术文化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使人文社

会学科教育开阔视野、更深入地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需要。

本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设计是在提供学科核心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理论

与实践结合的专题研究与讨论，给研究生更多的独立思考、研究实践和相互交流

的机会，以开拓学术视野、锻炼研究能力、关注学术前沿、加强学术交流。

西方文论专题

文论与文化现象有密不可分之关系，欲了解文论内容并能灵活运用于研究，并非



单纯地记忆文论内容，而需结合文化现象作深度思考，搞清楚特定文论为何如是

说，他人又何以批评。本课程探讨近代重要文论学说，结合讲课和专题报告讨论

两种方式，引导同学们准确把握文论学说之内容、形成与变异，并深入理解引导

理论之社会文化因素。

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研究

本课程介绍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概况，并对时间跨度五十年的文本进行文化

发展逻辑的分析。晚清以来，汉语文学创作典型体现了中国文化圈现代化的根本

逻辑并代表了儒家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的基本方向，该课程的文本分析以及跨区域

比较将引导学员对于现代化逻辑的认知和对于个体主义文化方向的坚守。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分支学科，它以搜集、研究、编辑、

运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为任务，力争把史料发生、运行的过程作初步的描述与阐

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一个大的范畴。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学、版本学、

校勘学、考证学、辑佚学的内容既相互交叉，又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学术形态。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着力对现代史料的种种独特现象作抽样分析，以鲜明的

价值立场，揭示史料百年发展的历史真相。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

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做一个鸟瞰式的描述，不纠结于个别现象，更重视文学

思维逻辑。提高研究生反思历史，将历史提高到哲学思考的高度的能力。使研究

生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整体的历史的了解，将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

问题呈现出来，增强研究生的研究意识。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与视角

这是一门注重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理论课，以古代文学研究的具体视角为切入点，

系统讲授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及视角体系，以指导学生的相关学习和研究实践。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力求使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路径有一个更为深

入的了解，不仅从宏观上帮助学生把握古代文学研究的全过程，给予学术理念的

引导，而且从具体方法上指明规范化完成的途径。

考据学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

勘、注疏、辑佚等。考据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

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

辑佚，等等。



古代文学史料学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古代文学史料同样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古

代文学史料学是全面研究古代文学史料的学问。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古代文学史

料学的学科特点，历史发展，以及古代文学史料的基本内容，检索、使用、考定

古代文学史料的基本方法等。旨在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形成对古代文学史料学

的系统认知，并掌握古代文学史料运用的方法，以助益古代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思想专题研究

本课程主要通过专题研讨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

理论课题。由老师指定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和研究成果作为学生的研读

对象，学生通过课外自学的方式对研究专题进行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并作初

步的理论分析，形成研究报告以供在课堂上进行集体研讨。教师上课听取学生的

研究报告，组织课堂学术研讨并对学生的报告作出评述。通过对专题的研讨，学

生能够有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充分训练独立的学术研究

能力。

西方语言学史

本课程主要对西方（即欧美）语言学的历史作一简要的介绍，主要帮助语言学专

业的研究生认识西方语言学曾经取得的成就及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能够为他们展

示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并已取得成果的领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在语言

研究方面的需要。

社会语言学

课程将以社会语言学的两大学派为脉络，阐述社会变迁与语言变异的关系，语言

策略与社会交际互动的关系。同时，引导研究生注重社会学角度的语言学研究及

其相关理论方法的掌握。

训诂学

训诂学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训诂学的有关知识，自觉地运用训诂学的方法、规律来指导古书阅读、指导古

籍整理，更好地注音释义、辨讹正误，为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培养人才。

比较文学方法论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解世界文学的准则，同时也是以开放的视野、公正的心

态认知其他民族知识、信仰、文化的基础。本课程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向研究生

讲授比较文学的学科知识与研究手段。要求学生在掌握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基础

上，能主动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潮，

以及其他文学活动。



海外汉学原典选读

海外汉学研究从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中国研究的

新方法或新材料。本课程以导读、分读、讨论为基本形式，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代表性的著作进行细读，引导学生深入地阅读原典，强调方法论指导。课程期待

通过互文性的原典精读和探讨，让学生对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和当

前动态有初步了解，引导学生辩证地理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同时，拓展学生的理论素养、培养问题意识并加强其批判性思维。每学期课程研

讨重点有不同侧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