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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的学术追求
——郭延礼简介

郭延礼，男，山东汶上人，1959年毕业于
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为山东大学中
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1980-1993年曾在山东社科院工作，
任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院学术委员
会委员,长期担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现为
名誉会长）、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会长（现为学
术顾问），为山东省和全国的近代文学研究和
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郭延礼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
究，对中国近代文学作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他开始以重点作家（如秋瑾、龚自珍）研究为突
破口，有计划地把研究面延伸到近代各种文
体，而后又扩展到近代翻译文学、近代女性文
学和中西文化交流。郭先生在学术研究上重
视精读原典，立足于翔实的文献资料，而又以
创新为研究工作的基点，在长期研究工作中形
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即重文本、善发疑、精考
证、重创获；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互补，史料和
理论并重；在学术研究上他既不重复别人，也
不重复自己。他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并出
版了个人学术著作20余部，并在《文学评论》
《文学遗产》《文史哲》《文艺研究》《学术月刊》
《文献》等高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他撰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
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被国家教

育部相继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他的这
些论著多次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
学一等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优
秀教育图书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一等奖、
刘勰文艺评论奖等奖项，特别是他的代表作
三卷本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曾获首届全
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9项大奖。先后由山东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连续三次出版。该
书第一卷出版后，即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全国著名的近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季
镇淮教授写给《全国第五届近代文学学术研
讨会的贺词》（1990 年）中即给予高度的评
价。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学术顾问、老一辈的
著名学者钱仲联教授致函勉励作者“大著传
世之作，时有定评”（1995年1月5日函），并赋
诗一首以示鼓励。日本的《清末小说》研究年
刊总第14期（1991年 12月 1日出版）最先刊
发了公冶文雄先生题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研
究的新突破——评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
发展史〉第一卷》的长篇评论，称该书“打破了
中国文学史多系汉族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开
创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学史的新体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过去出版的中国文
学史中所未有的现象。这既表现了著者一种
新的文学史观，同时也完全符合中国近代文学
的发展实际”（该刊第50页）。此后，海内外的
20余家报刊发表评论文章，均给予很高的评
价。

正因为郭先生对近代文学学科建设做出
的重要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
响。1988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首批“山
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0年国家人
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08年、2009年、2011年三届入选“中国杰出
人文社会科学家”，2010年获“山东省社会科
学突出贡献奖”，2018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
名家”称号，并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研究
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名录》
等多种传记。

守正创新六十载
独寻真知启后人

——李衍柱简介

李衍柱，男，汉族，1933年3月生，山东省
青岛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山东省文艺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文学专家组成员、教育部北京师范大
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享受国务院有突
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被山东省政府授予“山
东省专业拔尖技术人才”称号。

60多年来，他教书育人、笔耕不辍，出版
学术专著10部和《林涛海韵丛话》五卷本文
集。主编、合著、参编教材、书稿37部，发表论
文200余篇。曾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
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中国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山东省刘勰文艺评
论奖5项，新时期优秀文学理论论文奖1项。
2004年获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2009年
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12年中宣
部、教育部为其颁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荣誉证书。

李衍柱为中国文艺学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第一，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研究。先后

完成《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
题》《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马克思主义
典型学说史纲》（国内首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
义典型范畴史的专著，并被教育部指定为“全
国研究生教学用书”，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
成果专著一等奖）；1992年出版的《文学理想

论》在我国首次提出和研究文学理想问题的学
术专著。

第二，跟踪文艺学研究前沿课题。李衍柱
围绕“信息时代的中国文艺学”这个总题目，连
续撰写多篇论文；从理论上批评和回答了某些
西方学者鼓吹的“历史终结论”“文学终结论”；
提出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和走向是“主
导多元，综合创新”与“多元共生，和而不同”。
其中论文《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
使其成为中国首位向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米
勒等人的“文学终结论”说“不”的文论家。

第三，中外文论与美学经典研究。《西方美
学经典文本导读》，是他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
的彰显；《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是国内外第一
篇比较系统的论述“思孟学派”美学思想及其
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论文。

第四，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研究。2011
年完成的《〈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
艺复兴的绿色信号》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评析
《大秦帝国》的文学批评专著，也是中国作协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之路
——科学发展观与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研
究报告》的研究成果,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文艺
创作奖）。2013年，李衍柱出版了《林涛海韵丛
话》，浓缩了其60多年研究成果的精华。

第五，教材编写。早在1981年，作为第一
作者参与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在全国
产生较大影响；影响较大的全国通用教材《文
学理论教程》，任第一副主编，获国家教委优秀
教材一等奖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9年，参加中央“马工程”教材撰写，执笔
《文学理论》第一章，该教材系国家“十一五”社
科规划重大项目。

第六，学科建设。李衍柱是山东师范大学
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开创者，20年来，在他的带
领下，学科壮大为一支结构合理、具有10多人
的教学科研团队，形成为以文艺学范畴研究为
主攻方向的特色学科。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
予权，1991年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2000年获
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被批准为省级强化
重点学科，2011年被批准为省级特色重点学
科，进入全国一流的文艺学学科。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介绍之五

在文艺学与美学领域潜心探索
——杨守森简介

杨守森，男，山东高密人，汉族，1955年12
月出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文艺学省级重点建设学科及博士点学术带
头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外文论学会常务
理事；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长期以来，杨守森潜心学术研究，曾主持
或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教育部及
省社科课题3项。出版个人著作7部，主编著
作、教材10余部；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被人
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全文收录21篇，被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摘录40余篇。
在学术研究领域，杨守森视野开阔，著述甚丰，
是一位颇具胆识与开创性的学者。

第一是文艺学原理研究。其一，《艺术想
象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是北师大
童庆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心理美
学研究”的子课题之一，是国内第一部也是迄
今唯一一部关于“艺术想象”的研究专著，其主
体内容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
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一书收录；其
二，专著《艺术境界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被收录于2009年版《中国文学年鉴》及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2017年
发布的“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其三，专著
《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2016年
版）系其独立完成的国家社科项目，被2017年
版《中国文学年鉴》收录；其四，曾应《光明日

报》邀约在“光明讲坛”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在中国”的主题讲座，讲稿内容整版发表于
2018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第二是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研究。其一,
作家心态研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
社2016年版），曾得到古远清、黄修己、杜书
瀛、龚鹏程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为海内外
许多高校列入教学参考书目；其二,专著《20世
纪中国文学问题》（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从
创作主体、文学思潮、文学体制等多角度总结
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强调
了文学人格建设的重要性；其三，在《中国社会
科学》发表的《缺失与重构》一文，以宏阔的眼
光，纵论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发表后即
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全文翻译转发；其
四，较早研究莫言。早在1992年，就与贺立华
教授主编了国内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组织
撰写了第一部莫言研究专著《怪才莫言》，并发
表过多篇为学界关注的莫言研究文章。

第三是美学研究。在1986年发表的《审
美本体否定论》一文中，从“美感”生成机制，较
早质疑了“美的本体”的存在。在张涵主编的
《中国当代美学》一书中被列为一家之说，被中
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社
会科学成果荟萃》收录。

第四是教材编写。其一，是新时期以来国
内影响较大的童庆炳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教
程》的编写者之一；其二，与东北师范大学孟庆
枢教授共同主编了教育部规划的全国高等院
校专升本教材《西方文论》；其三，应约独立主
编及与周波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新
编西方文论教程》与《文学理论实用教程》，两
部教材现已为全国10余所高校选用。

由于科研和教学成绩突出，2014年，杨守
森被教育部与人力资源部评选为全国模范教
师；2018年入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名作展》，获山东社会科学
名家称号。

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
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廖群简介

廖群，女，1959年7月生于山东济南，祖籍
湖南，无党派人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2004年至2018年任山东大学文学
院副院长，2008年获得“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
学家”称号，2014年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常
务副会长，2018年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
2018年入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山
东社会科学名家名作展》、荣获山东社会科学
名家光荣称号。

廖群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
汉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工作，已出版个人专
著十余部，主编、合著十余部，独立发表论文百
余篇，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全国
高校古委会项目1项。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
在于提出新的范畴、开拓和涉足新的领域，并
因志在打造精品，其著作两次入选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文库》，两次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
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两次获得山东省社科优
秀成果最高奖（重大成果奖和特等奖）。此外
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
研和教学成果奖6项。

廖群教授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辛勤
耕耘，以多维视角和创新精神不断拓展，其研
究涉及上古神话、《诗经》与礼乐文化、楚辞与
巫文化、周易、老庄、先秦审美文化等多个方
面，其中犹以在“文学考古”“说体”研究、先秦
审美文化研究和《诗经》研究方面新范畴的提

出和新领域的开创，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了
卓越贡献。

第一，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其一，
首次提出“文学考古”概念，将结合考古发现研
究古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方向进行探索，“先
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立
项，结项成果作为“一批富于创新、具有填补空
白意义的研究成果”之一被专门介绍。其二，
该成果2007年经专家评审入选第二批《国家
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作为全国推出的10部成
果之一，由全国社科规划办统一隆重出版，在
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其三，该成果先后获得山
东省社科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和教育部中国
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第二，“说体”研究。其一，率先界定“说
体”的概念，从而贯通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
古典小说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这一发现已
在学界产生影响，其《“说”“传”“语”：先秦“说
体”考索》一文被引用高达55次。其二，“先秦

‘说体’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以《先秦说
体文本研究》为题的结项成果被评为优，并入
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其三，该成
果2018年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

第三，先秦审美文化研究。出版《中国审
美文化史·先秦卷》，为国内率先以审美文化为
审视对象的四卷本通史性著作中的一部，具有
原创性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特点。该套著作获
得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一等奖。以此套著作为基础进一步拓展的

“‘中国审美文化史’课程设计及教材开发”获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立项，2007
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09年获得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2011年该课入选教育部首
批全球视频公开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
影响。

第四，《诗经》研究。《诗经与中国文化》一
书为第一部从大文化视野研究《诗经》的个人
专著；《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一文解决聚讼上
千年汉学宋学之争问题，引用高达18次，并被
《新华文摘》转摘；两个成果均获得山东省社科
优秀成果奖和中国诗经学会优秀成果奖。 （本版稿件均由山东省社科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