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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曹顺庆教授来文学院讲学 

9 月 29 日上午，我国著名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在我院报告厅做了题为“话语权与文学史”的学术讲座。本次

讲座由院长赵利民教授主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师及 120余名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话语权与文学史，是曹先生近期最新的探索方向。依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切历史都

是现代史，曹先生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与斗争的历史，由此可以解决许多学术

问题。列举了为什么西汉没有文人诗歌，为什么《史记》中没有墨子传以及中国古代白话文

学的例子。接下来曹先生着重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存在的白话话语霸权。由中国现代文

学史中古体诗词写作的被遮蔽，他提出了残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认为古典诗词在中

国现当代文学主流话语中的断裂，体现出了一种集体的压迫力量，即白话话语霸权。在对以

古典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的残缺，带来了

很大的损失。曹先生认为，话语对于个人而言是不可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认识话语，了

解其形成与运作机制，这样有助于我们去发现很多我们本来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背后的不合

理的地方，而人类最理想的生存环境就是多元话语的和谐共生。 

 整场讲座中曹先生的话语幽默风趣而又发人深省，话语权与文学史这样一个全新的探索

方向的提出，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曹先生鼓励大家投入相关的学术研究，讲座在同学们

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先生受聘我校讲座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10 月 18 日上午，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先生“天津师范大学讲座教

授及博士生导师聘任仪式” 在办公楼贵宾厅举行。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校长高玉葆教授，校、

院相关领导出席了聘任仪式。仪式由人事处处长徐瑛同志主持。 

 高玉葆校长和詹福瑞先生相互签署了聘任协议，高校长为詹福瑞教授颁发了聘书并亲自

为詹先生佩戴了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校徽。高校长对詹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詹先生

一直以来为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此次欣然受聘为我校讲座教授及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导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他也期望先生继续用自己的学识与学界影响力

为我校的学科建设等事业再立新功。詹福瑞教授随后表示，一定不辜负高校长等天津师大领

导同志的重托，努力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和学界人脉资源优势，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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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更高层次建设，为学科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的申报，

人文研究基地建设甚至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培育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文学院举行我校特聘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詹福瑞先生与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

专业教师学科发展座谈会 

10 月 18 日下午，刚刚受聘为我校特聘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

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先生来到文学院多媒体学术会议室，与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两个学

科组的全体教师座谈，共同探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发展相关问题。 

座谈会上，院长赵利民教授简要介绍了詹福瑞教授的学术成就及与会教师及所在学科的

科研工作现状。赵院长表示詹福瑞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院各项事业的发展，此次受聘为

我校特聘讲座教授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必将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发展起

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詹福瑞教授表示自己与天津师大中文学科有着近三十年的渊源，非

常熟悉学科老一辈学者在教学与科研上取得的成绩和良好学术声望。对自己加盟这样的学术

团队感到非常荣幸，一定会竭尽所能，与大家携手并肩，共同谋划学科的更大发展。 

詹福瑞教授结合我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实际情况，就目前国内中国古代文学、古

典文献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何处理好集体合作与研究个

性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重

要问题和发展方向；目前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应该再多一些思想的力量和批判的力量。针对

以上问题，詹福瑞教授认为老一辈优秀学者成功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中，有非常值得我们

借鉴之处。他总结说，我们都应当学习那种长期、执着坚守自己学术事业的精神；学者们追

求学术研究个性化的同时，也要适当发挥集体的合力；还应处理好“专学”与“杂学”之间

的关系，以期获得学术研究的大气象。 

座谈会历时两个多小时，会议气氛融洽、热烈，文学院近 20位学科教师都觉得很有收获。  

 

文学院等单位主办“华枝春满——李叔同创作‘春游’歌曲百年纪念演唱会” 

10 月 23 日，由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天津师大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华枝春满——

李叔同创作‘春游’歌曲百年纪念演唱会”在音乐厅举行。天津河北区政协主席崔志勇、天

津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会长吴中澄、天津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馆长沈岩及院长赵利民教

授等嘉宾出席活动。 

演唱会先后演唱了李叔同作词作曲的《春游》、《送别》、《早秋》等多首经典歌曲。活动

在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六和乐坊艺术团带来的音乐舞台剧《走进李叔同》中拉下帷幕。 

该项活动作为天津师范大学天津近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与天津市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等单位

联合举办的特色活动，旨在高校传播李叔同先生为人、为师、为僧的艺术品格和爱国情怀。

文学院 2013级 200余名同学作为观众参加了此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