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代码：０５０１０５）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宽广的古代文学及文化知识、系统的专业理论、独立的科研能力、较高的外语水

平、良好的人文素质、德智体美能全面发展的，能够从事古代文学及相近学科的教学、科研，以

及文化、宣传、新闻、出版、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是：

（一）要求学生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

谨，富有理想，有事业心，有为科学教育事业全心奉献的精神。

（二）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培养实践能力，扎牢专业基础，治学严谨，勇于创新，全面而系统

地了解本学科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走向，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同时

能够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拓展学术视野，进而达到具有较强的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以

及文化、宣传、新闻、出版、编辑等方面工作的能力。

（三）外语水平达到规定标准，能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资料并能撰

写论文摘要，具有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同时，还应具有较强的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能力。

（四）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健康的身心。

（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总体介绍

中国古代文学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根据学科综合覆盖面宽广的特点及所属院

校———四川外国语大学强大的外语教研优势，本专业除以古代文学分体研究为基本研究内容

外，且密切关注并大力拓展相关联的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海外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

本专业开设有《古诗词原典精读》《叙事文学名作研读》《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中国古

典文献学》《先秦文学与文化》《唐宋诗词研究》《古代小说与戏曲研究》《中国古代叙事学》《海

外中国文学概论》《文化传播学》《佛教与中国文学》《文学与地域文化》等课程，同时坚持教学

与科研相结合，以教促研，以研带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专业以全日制的方式，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系统专门知识和基础

理论，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能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教学及其实践、应

用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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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内容 导 师

１
古代文学

分体研究

本课程以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家与重要流派为研

究对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各分体的发展脉络和相关研究学

术史，掌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各分体的理论与方法，并能够运

用相关理论从文化、时代、地域等不同视角从事古代文学各分

体的批评实践。

２
古代文学传播与

接受研究

本课程以古代文学与文化的传承脉络、流播方式等为切入点，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从古至今的传播、接受、作用和影响等问

题，主要围绕古代文学在大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古代文学同

日益发达的电子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古代文学在当今社会

如何更有效、有益的传播、发展等核心问题。

３
海外中国

文学研究

本课程是对境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反研究，探索中国古代

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历程、规律和特点，了解它在

异质文化中影响的广度、深度和不同的层面，以便对中国古代

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有全面、透彻、准确的了解，从而使对外文

化交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有的放矢。

康清莲　教　授
罗燕萍　教　授
王晓萌　副教授
段丽惠　副教授
张红波　副教授
张晓芝　副教授
金　蕊　副教授
耿战超　副教授

四、颁发学位

文学硕士

五、学习年限

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６年。

六、课程类别及学分

总学分不少于３２学分。其中包括：

学位基础课 ３门课 ６学分

专业必修课 ４门课 ８学分

专业选修课 ６－７门课 １２－１４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２门课 ４学分

学术与实践活动

学术训练 ２学分

创新活动（可选） 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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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开课学期／周学时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三
学
期

四
学
期

五
学
期

六
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
　
　
注

学
位
基
础
课

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３ ７２ ２ ２

２ 外国语 ３ ７２ ２ ２

专
业
必
修
课

１ 古代文学原典精读 ２ ３６ ２

２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２ ３６ ２

３ 中国古典文献学 ２ ３６ ２

４ 中国古典文论选读 ２ ３６ 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１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２ ３６ ２

２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２ ３６ ２

３ 唐宋诗词研究 ２ ３６ ２

４ 散文专题研究 ２ ３６ ２

５ 中国古典文献专题研究 ２ ３６ ２

６ 海外中国文学概论 ２ ３６ ２

７ 中国古代典籍整理与研究 ２ ３６ ２

８ 佛教与中国文学 ２ ３６ ２

９ 古代小说与戏曲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０ 史记专题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１ 四库全书专题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２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２ １８ １

论

文

撰

写

及

答

辩

钟谟智

王正宇

通识教育

学院教师

王晓萌

张红波

段丽惠

罗燕萍

耿战超

王晓萌

罗燕萍

段丽惠

导师组

金　蕊

张晓芝

谭代龙

张红波

康清莲

张晓芝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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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古代文学原典精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课程选择古诗词史上重要的基本典籍篇目，如《诗经》、《楚辞》、李杜诗

歌等，取前人经典注释本，加以细读精研，培养学生基本的韵文文献阅读

和感性审美经验；在此基础上探讨品评特定时代、个人的风格特色，阐发

作品的美学内涵，切实丰富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使之熟悉并掌握古代文

学专业领域的经典内容和基本研究方法。本课程旨在通过研读原典，逐

步增强学生的学术基本功力，深化对专业研究的理解与领悟。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课程将从读书方法、中外学术思潮、思想理念、研究视角、学术伦理规

范、论文写作技能等方面建构包含古代文学研究各环节的有机框架。不

仅从宏观上帮助学生把握古代文学研究的全过程，给予学术理念的导引，

而且从具体操作方法和技巧上指明规范化完成的途径，使古代文学研究

方法最终化为学生得心应手的利器。

中国古典文献学

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Ｔｅｘｔ

本课程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研究与整理的学科，与古代文化各个分

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将系统地介绍我国古典文献产生、发展、流变

的过程，使之正确掌握古典文献的相关概念。讲授关于中国古籍目录、版

本、校勘、辑佚、辩伪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查找、辨析、

应用文献的能力，为学生提供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有关典籍

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Ｐｒｅ－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本课程讲授先秦两汉的文学与文化，把这一时期出现的神话、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诗经》、楚辞和汉代诗歌、散文及辞赋等典籍放在历史文化背

景下，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把实证和阐释结合起来，既注重包括出土文

献在内的先秦典籍的整理挖掘，又重视以当代意识阐释具体的研究对象，

努力打通古今，在多维视野中把握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ＷｅｉＪ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本课程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向学生介绍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现状、研究

的热点、研究的方法等，在介绍的同时，也注意引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来

思考当前研究的得与失。

唐宋诗词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ｏｅｍｓｏｆｔｈｅ
Ｔａｎｇａｎｄ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进一步系统地认识唐宋词的发展规律，总结其得失，进

而掌握研究唐宋词及词史的方法。本课程内容由两大板块组成：一是唐

宋词概论，分别概括讲述词学基本知识、唐诗宋词研究历史与现状、唐诗

宋词研究方法及文献检索方法。二是唐诗宋词专题研究，讲授重要词人

的相关研究成果。

散文专题研究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ｏｓｅ

本课程以专题形式讲授，包括分两大板块，一是古代散文发展演变史及相

关散文理论及研究历史与现状，二是唐宋明清散文大家及主要散文流派

的创作特点与成就。旨在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特色及相关研

究理论、方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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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中国古典文献专题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Ｔｅｘｔ

本课程主要向学生深化古典文献学的一些专门知识，如目录学、版本学、

校勘学等，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这些知识，以提高文献考证的综合能力。

同时，也向学生评介文献学方面的经典论著，让学生学习并掌握前辈学者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的治学经验和方法。本课程在之前开设的《中国古典

文献学》的基础上分专题、分文体、分时段、更加详尽、深入的带领学生掌

握古典文献学的内容和方法。

海外中国文学概论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课程以介绍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动态、机构、学人，以专题分区域

展开，旨在使学生了解基本的海外汉学研究概貌，开阔学生眼界，同时借

鉴、学习新颖的研究思路、问题意识，为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典籍整理与研究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本课程是有关中国古代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科。该课程是古代文献学理

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是进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以版本学、校勘

学等为基础，教会学生古籍整理相关知识，精细讲授当下古籍整理的相关

成果。同时选取一部或数部需要辑佚或校勘的古籍带领学生进行实践，

依次进行版本考证、文本校勘、典故注释、诗文系年以及事实笺证等工作。

对现在古籍排印本整理的要求、方法、程序进行讲解，培养学生古籍整理

的相关技能和独立进行古籍整理能力。

中国文学与园林专题研究

ＳｏｎｇＰｏｅｍｓａｎｄ
Ｇａｒｄ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本课程以中国文学和园林为主题，探讨二者的契合点，并深入探析中

国古代文学中的园林意向、格调、风味；探源园林文化形成中文学的

特殊积淀，分析其形成中的相互共生影响。本课程旨在以研究实例帮

助学生理解并领悟古代诗文及其生成环境的共生效应，拓宽学术视野

和思维活力。

佛教与中国文学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课程主要讲述佛教基础常识与历史、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因缘。梳

理由宗教理念而生成的文学原型，意象及审美风尚等，使学生能够关注宗

教思想领域发展共生于中国文学的影响。

古代小说与戏曲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ｏｖｅｌｓ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ｓ

本课程主要对元明清小说、戏曲进行研究。主要讲授中国古代小说、

戏曲研究史及相关研究理论、方法，并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评

介。使学生在深入了解古代小说演变发展史的同时，掌握小说戏曲研

究方法。

史记研究专题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在惨遭宫刑的打击下，倾其毕

生心血所创作的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意即无论是史学成就，还是文学成就，《史记》都可谓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开创的史学体例，在史学发展中起到了发凡起例的

作用，为后世史学家效法的楷模。宋代郑樵曾评价说：“百代而下，史官不

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早在二十世纪初，梁

启超先生就提出《史记》应该进入高校课堂。《史记》是一部国学的根柢

书，对其研读，既可以加强古代文学研究生的传统文化积淀，提高他们对

史传文学的阅读理解水平，又可以对学生进行人文滋养，使他们具有悲悯

情怀、批判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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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四库全书专题研究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ＳｉＫｕＱｕａｎＳｈｕ

本课程是《四库全书》各库本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稿本、阁本、定本系统

的综合研究学科。该课程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研究基点，对《总目》的

编撰、成书、流传以及学术思想进行研究。课程的专题包括稿本系统的研

究、阁本系统的研究、定本系统的研究，以及三种系统的比较研究。主要

是通过文献辨证、思想辨析对《总目》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或综合研

究，培养学生文献考据能力、思想辨析能力以及发现和解决学术问题的能

力。以《总目》为学术点，激发学生对“四库学”研究的兴趣，为“四库学”、

“总目学”培养专门人才。

九、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实现课程思政全覆

盖，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以

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法。

（三）培养环节主要包括课堂教学（１～２年）和学位论文撰写及指导（１年）。
（四）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校及国内外的各种学术、社会实践、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活动，

参加由中外学者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关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十、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采用课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方式，按百分制评定成绩。

（二）必修课程原则上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者可获得学
分；选修课程采取考试或考查的形式，成绩达到６０分者可获得学分。

（三）中期考核：研究生应在第二学年的期末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应对研究生的学习

做全面评估，包括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学位课程学习情况、专业及方向书目阅读情况、论文开

题计划、学术活动、语言能力（语音语调、口语表达）等。具体考核方式由各个教研室制定，上

报研究生院备案。考核组成员由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

三种，“暂缓通过”者应进行补考，“不通过”者将终止学业，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

撰写阶段。

（四）学术与实践活动考核：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以提高学术创新能力为导向，研究生应积

极参加系统科研训练，参与前沿性、高水平科研工作，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在校期间

参加学术活动累计达到２４次，并通过研究生教务管理系统提交学术活动报告１２篇。教学实
践、业务实习、社会实践等教学活动由各培养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学分。

十一、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提交学位论文计划，并作开题报告，经本专

业方向专家集体讨论认可后正式撰写论文。研究生应按照论文撰写进度要求，完成各阶段撰

写任务。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全面训练和考验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必须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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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之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应属所在学科或交叉学科范围。学位论

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应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并尽量贴近本专业的学科前

沿，有利于研究生对所学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

练与提高。学位论文的文字和格式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学位论文原则上要求母语撰写，用母语撰写的学位论文的正文篇幅要求３万汉字左右，申
请获批用外语撰写的学位论文正文篇幅要求２万词左右。

十二、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之前，应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与正式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１个
月。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由３名同行专家组成。预答辩结果分“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
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预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研究生应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审，决定其是否通过。

“不通过”的学位论文作者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后方可进入学位

论文评审程序。

如果第二次预答辩仍未通过，学位论文作者须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三、学位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由培养学院聘请３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匿名评阅，其中至少有１名外单
位专家，评阅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学位论文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参

加论文答辩；如学位论文未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四、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５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教授不得少于１人）。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

见，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

审，决定其是否通过。凡未通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半年后一年之内修改论文

并重新申请答辩（含论文评阅）一次。凡对答辩结果有异议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培养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诉，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生组）作出最终结论。

十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程序按照《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中

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及研究生毕业证书。凡参加答辩，但答辩

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同意毕业者，可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

十六、实践要求

能进行语言调查，能从事汉语言文学方面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以及相关

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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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应参加科研实践活动，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研究，以提高从事实际科研工

作的能力。在校期间参加学术活动累计不得少于１０次，其中参加本学科组织的学术讨论５
次。同时，递交本人学术活动汇报４篇。

十七、主要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

［１］杜甫．仇兆鳌注．杜诗详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或２００４．
［２］洪兴祖．楚辞补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３］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４］刘义庆．（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
［５］钱钟书．宋诗选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或２００５．
［６］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７］唐圭璋．唐宋词简释［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８］萧统．李善注．文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９］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１０］朱熹注．诗集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二）推荐书目

［１］Ｈ．Ｒ．姚斯，Ｒ．Ｃ．霍拉勃．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Ｍ］．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２］曹雪芹．百家汇评本〈红楼梦〉［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４］程树德．论语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５］冯梦龙．（明）凌  初．三言二拍［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郭庆藩．庄子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７］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全四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８］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黄庭坚．黄庭坚诗选［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１０］黄永年、黄寿成点校．西游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１１］焦循．孟子正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２］兰陵笑笑生．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３］李白．李白集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１４］李商隐．李商隐诗歌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１５］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Ｍ］．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６］刘熙载．艺概［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１７］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１８］陆游．陆游选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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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罗贯中．三国演义［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２０］孟二冬．韩愈柳宗元诗选［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２１］米克·巴尔．谭君强译．叙述学（第二版）［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２］蒲松龄．聊斋志异［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３］钱钟书．谈艺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２４］施耐庵．金批水浒传［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５］苏轼．苏轼选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６］隋树森．全元散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或１９９１．
［２７］唐圭璋．全宋词［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２８］陶渊明．陶渊明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９］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３０］王国维．人间词话［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０．
［３１］王力．诗词格律［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３２］王维．王维集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或２００５．
［３３］王镇远．清诗选［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４］吴敬梓．儒林外史［Ｍ］．黄山：黄山书社，１９８６．
［３５］夏承焘、张璋．吴无闻注释．金元明清词选［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６］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３７］杨义．中国叙事学［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８］永誽、纪昀等．四库总目提要［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３９］周庆山．传播学概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三）期刊杂志

［１］《国学研究》
［２］《明清小说研究》
［３］《人文杂志》
［４］《文史哲》
［５］《文史知识》
［６］《文学评论》
［７］《文学遗产》
［８］《文艺理论研究》
［９］《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１０］《中国社会科学》
［１１］《中国文化》
［１２］《中国韵文学刊》
［１３］《中华文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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