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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求今古 方言效輶轩
——董绍克简介

董绍克，男，山东阳谷人，汉族，1942年12
月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65年至
1968年在云南省交通厅公路设计院参加西南
三线建设。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师
从殷焕先先生攻读汉语言文字学。毕业后分
配到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曾任中国语
言学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顾问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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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名家。

董绍克教授长期致力于音韵学与方言学
研究。在撰写《实用音韵学》的过程中发现汉
语入声的演变很有特点，进而论证了入声塞音
韵尾演变的阶段和方式，入声塞音韵尾演变与
有关声母、韵母元音的关系以及与语音对转的
关系；特别研究了入声塞音韵尾的不同形式在

“承阴”或“承阳”方面表现的不同特点，发现入
声的口塞音韵尾（常见的有[-p][-t][-k]）在语
音系统中只承阳声韵（韵尾为[-m][-n][-g]者），
不承阴声韵，即只和阳声韵相匹配，不和阴声

韵相匹配。而入声的喉塞音韵尾，则不承阳声
韵，只承阴声韵，即只和阴声韵相匹配；或者阴
阳两承，即既和阴声韵相匹配，也和阳声韵相匹
配。这种现象既有规则性，也有普遍性，被董绍
克称之为“入声定律”。几十年来尚未见到有违
背这一定律的现象。

董绍克对方言的研究尤侧重方言词汇方
面，除注重方言词汇的调查整理外，更注重方
言词汇理论的探讨，以方言词汇比较为支点，
对方言词汇进行多维立体研究，既研究方言
词汇的既时特征(如方言词汇在构词、语义、
组成成分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特征)，
也研究方言词汇的历时特征(如方言词汇各
种特征的历史嬗变)，在方言词汇的研究上形
成了自己显明的特点。纵观汉语词汇研究
史，可以看到传统的汉语词汇学是把共同语
词汇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其理论基本上是
建立在对共同语词汇研究之上的。但是汉语
方言词汇特别丰富而复杂，而且与共同语有
较大差别，许多现象只靠传统词汇学理论难
以解释清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方言
词汇的研究，借以丰富和发展传统词汇学的
理论和方法。他撰写的《汉语方言词汇比较
研究》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
方言词汇的研究如何从编纂方言词汇集或方
言词典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上升到系统的理
论研究，此书也做出了开创性的探讨。

董绍克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实用音韵学》
（与殷焕先先生合著）《山东方言词典》（主编）
《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聊斋俚曲〉俗字研
究》《云斋学术文集》等。先后获得山东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项、优秀成果奖8项，山
东省第七届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其中，《汉
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

不忘初心、立法为民的
法学教育者

——郭明瑞简介

郭明瑞，男，山东招远人，汉族，中共党员，
1947年9月出生，法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
津贴，烟台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
博士生导师。曾任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
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法学会副会长、
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等职。

1966年高中毕业时适值“文化大革命”开
始，中断学业。其后，务过农，当过兵，做过
工，任过民办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后，郭明
瑞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本科阶段就对
民法产生深厚兴趣并开始研究，受到李志敏
等名师的教育；1982 年 1 月毕业后留校任
教。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民商法
学研究。在职师从赵中孚教授，读博期间进
一步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1985年在北京
大学被评为讲师，同年9月调烟台大学任教。
1988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1992年被破格评

为教授。
郭明瑞参与了国家的合同法、物权法、侵

权责任法、民法总则以及民法典编纂的立法活
动。由于出身农民，与农村生活有密切联系，
了解农村的历史和现状，清楚农民的利益诉
求，因此在参与立法活动以及进行学术研究
中，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注重反映农民的需
求，极力维护农民的利益。在研究理论上强调
务实，注重联系社会现实，着眼于解决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强
调中国法律应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体现
中国现有的法律概念和制度、体现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特点。其研究范围涉及民
法总则中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民事主体、客
体、民事权利、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诸多方面
以及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继承法等各
个部分。其研究成果大多贴近现实，既在理论
上有所创新，又对实务有指导意义。

郭明瑞的学术生涯中承担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首批青年社科基金项目
1项、社会基金项目1项、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司法部重大基金项目1
项、国家知识产权局项目1项、山东省社科基
金项目4项、山东省软科学项目1项、中国法学
会研究项目2项。

郭明瑞的研究成果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1项、三等
奖1项，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重大成
果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
项，并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主编的
教材《民法》获司法部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
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合同法》获首届全国大学
出版社优秀教材一等奖。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介绍之十

在美学园地辛勤耕耘
——周均平简介

周均平，男，籍贯山东临沭，汉族，1954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学术
带头人，东岳学者、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荣获山东
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先后兼任中国企业
文化学会美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
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
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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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均平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及审美文化研究。在当
代美学研究、秦汉审美文化研究和审美教育研
究上形成明显特色。先后主持和承担《秦汉审
美文化研究》《审美乌托邦研究》《审美理想研
究》等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及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8项。在《文学评论》《文
艺研究》《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80
余篇，出版《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美学探
索》《美学追求》《语文审美教育论》等著作6
部，主编9部、参编11部。其中，《秦汉审美文
化宏观研究》是从宏观整体角度对秦汉审美文
化进行总体研究的一部学术专著。它围绕着
秦汉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和基本特征这个中
心，以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特别是前期审美文化
为宏观背景，在与先秦、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审
美文化的纵向比较中，凸显并揭示了秦汉审美
文化的“壮丽”审美理想和现实与浪漫的统一，
繁富与稚纯的统一、凝重与飞动的统一、美与
善的统一四大基本特征，被收入《中国美学年

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童
庆炳、陆贵山、杜书瀛等著名学者对此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认为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潮的
重要创见”。《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文艺
报》等多家报刊发表重要评论。《跨世纪历史性
转换的前奏——美学转型问题研究综论》是其
代表性论文之一。该文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
美学转型的多元取向和多种建构中,最有代表
性的是改造完善实践美学取向、超越实践美学
取向、审美文化取向、中国古典美学取向和辩
证和谐美学取向五大取向。并认为美学转型
研究打破了实践美学一枝独秀的理论格局,使
美学呈现出多元并存、竞争发展的态势；为美
学走向更高层次的整合融汇奠定了雄厚的基
础；推动美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走向现
实生活,切入审美实际；为中国美学与世界美
学的对话和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论
文发表于《文史哲》1998年第3期，被《新华文
摘》、人大复印资料《美学》等刊物全文转载和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摘，被多种学术史
和教材采用并收入多种论文选集。获山东省
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美学探索》（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年）和《美学追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是周均平教授在美学、文艺学领域40
余年辛勤耕耘的结晶，分别在美学前沿理论、
古代审美文化、西方美学和审美教育四个领域
的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和有
创见的研究心得。

周均平教授一直秉承做学问“做就要做
透”的精神，笔耕不辍，孜孜以求，始终坚持开
阔的学术研究视野。尤其在其秦汉时间审美
文化的研究过程中，为了加宽和深化这一领域
的研究成果，周均平教授以“四重证据法”为准
则，多次亲临秦汉文化遗存进行实地考察，注
重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思考。正是因为这种
思路开阔的研究方式，让周均平教授在其专注
的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科研成果获省级以上
奖励11项，其中独立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２项，山
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和优秀博士论文奖各１
项。19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
刊物全文转载或转摘。3项成果被收入《中国
美学年鉴》。诸多成果被收入各种文集或选
集。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美国、台湾出席学
术研讨会和进行学术交流。

2018年是周均平教授大学毕业从事科研
和高校教学四十周年。他把四十年治学体会
归结为十六个字：学贵创新，学重涵养，学尚境
界，学无止境！

深入中国古典小说人物的
精神世界
——袁世硕简介

袁世硕，男，山东兖州人，汉族，1929年
生。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
至今已65年，现为终身教授。曾先后担任山
东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校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山
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议组
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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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硕的研究论著重在以唯物史观为理
论指导，从研讨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入手，对
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创作特征做出了独
到的、深层次的解析和论断，收在《文学史学的
明清小说研究》（齐鲁书社）和《敝帚集》（山东
大学出版社）中的几篇论文，如《试论〈三国演
义〉中的曹操》是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
为曹操翻案的问题而发，肯定历史学家提出的
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历史功绩意见的合理性，
也诠释了《三国演义》小说尚仁尚义尚勇的倾
向性，辩证地分析了小说中曹操形象的双重
性。再如《贾宝玉心解》是就读者对小说人物
贾宝玉褒贬不一的意见而发，论文科学地揭示
出贾宝玉是半是写实、半是意象化的典型人
物，曲折地反映出作者曹雪芹的人文意识。如
果完全用现实的道德原则品评其举止话语，则
失于胶柱鼓瑟，贬之者则失于迂阔，称扬者则
失于空泛。对《西游记》的研究是用历史的和
美学的方法作出了西天取经的故事由原本的
弘扬佛法的倾向增加了神魔斗法的趣味性，到
明中叶受到新的人文思潮的浸洗，小说肌质发
生了裂变，主体故事与具体情节描写的不和谐

统一，表现为取经主角的移位，神佛被世俗化
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这便构成了《西游记》这部
小说结构的历史特征。任何强行总结小说主
题的论述都难以自圆其说。在蒲松龄《聊斋志
异》的创作问题上，用历史唯物史观的美学原
则对鲁迅作出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论断
作出补正，揭示出《聊斋志异》的创作摆脱了宗
教迷信观念，结撰狐鬼故事成为抒情言志、观
照社会人生的方式方法，神鬼怪异之事的神秘
性被文学的审美性所冲淡，这也成为现代中国
和西方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

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结合数十年研究中
国古代文学的经验，先后对西方当代文学批评
理论提出了质疑，近年趋向研究文学史理论问
题，写了《伽达默尔艺术存在方式论质疑》《接
受理论的悖论》等文，都不容辩驳地揭明了其
理论的内存矛盾，可以说抓住了接受美学的软
肋，纠正过去一个时期盲目接受西方文艺批评
理论的偏向。近作《美是生命活力的表征》是
对上世纪50年代美学讨论总结性的评析，重
新对黑格尔美学观念作了论述，意在体现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坚持“西为中用、古为今用”
的原则。

袁世硕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
究工作，教学与研究互动互助，研究是为了深
化提高教学质量。学术研究兼重国学训诂考
证与现代文学批评，对中国古代文学家孔尚
任、蒲松龄等的生平事迹做出了超前详实的稽
考，并对其经典作品做出独到深细的诠释，著
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后者
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首
届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美
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日本《东方》（书
评专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动态》、中国《文学
遗产》《上海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学刊均发表
长篇评介。编著教材多种：《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卷本）获国家级优秀
教学成果二等奖，为全国数十所高校中文专业
选用；《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四卷本）
主编第八编，全书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
版社三卷本）编写组首席专家，该书为全国高
校中文专业应选教材。另有《中国文学史》（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两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选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两卷本）亦为
全国多所高校中文专业采用。曾先后主持整
理出版《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与人合编
《陆侃如冯沅君合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两书
均获国家优秀图书政府提名奖。

（本版稿件均由山东省社科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