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7 月 12 日袁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

院首次学术会议在深圳大学办公楼召开遥 此次会议

由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主办袁 来自中国尧美
国尧日本等地的专家及深圳大学相关学院尧文科重点

研究基地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深圳大学党委副书

记尧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范志刚主持

会议遥
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尧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

院院长刘洪一教授做主题发言袁 从三个方面介绍了

研究院的基本情况遥 首先是半年以来研究院在饶宗

颐先生亲切关怀下的筹备过程袁 以及深圳大学自创

校以来与饶先生结下的深厚渊源曰 然后是由海内外

哲学尧文化尧宗教等领域顶级权威专家所组成的学术

顾问团袁以及院务顾问尧特聘教授尧客座教授尧兼职教

授尧专职科研人员的组成情况曰最后是研究院着力于

野饶学研究与香港文化-香港青年问题冶尧野文化传承

与核心价值观冶尧野中华文化走出去与跨文化比较冶等
重点研究内容袁 以开设高水平人文讲座的饶宗颐讲

坛尧 举办围绕中国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为议题的国

际高端学术会议的饶宗颐论坛尧 创办刊发高水平学

术成果的院刊 叶饶宗颐学刊曳 等为主要学术活动方

式袁打造一流学术平台袁形成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的品牌袁并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袁一起在全球开展饶

学及中国文化的研究遥
会议还举行了学术顾问尧院务顾问尧特聘教授尧

客座教授的聘任仪式袁 由刘洪一教授向到场专家颁

发了聘书遥研究院聘请国际中国哲学学会荣誉会长尧
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尧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

授成中英先生袁著名文艺理论家尧深圳大学教授胡经

之先生为研究院学术顾问曰 聘请原深圳大学党委副

书记王宋荣先生为研究院院务顾问曰 聘请中国文联

副主席尧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先生为研

究院特聘教授曰聘请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尧书记

处书记尧 现任中国生态书画院常务副院长田滋茂先

生袁陶思炎教授袁日本海外汉学家尧日本福冈国际大

学教授尧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海村惟一教授袁中国南社

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惠博士为研究院客座教授遥
最后袁 与会专家就研究院的办院宗旨尧 建设内

容尧发展规划等发表了建议遥潘鲁生先生希望研究院

的学术结构能够在大学尧 文艺界和社会之间发挥沟

通桥梁作用袁在深圳大学形成一种示范和文化引领遥
成中英先生认为在深圳大学建立饶宗颐文化研究

院袁进行更为实质的文史尧文哲尧文字方面的研究袁建
立更好的学术范例和研究方法袁 这是研究院的重大

学术价值遥 陶思炎教授认为研究院的建立既是深圳

大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袁也是我国 野双一流冶大学建

设进程中的亮点袁研究院在学术研究尧人才培养尧传
播推广尧 咨政服务等方面的理念与规划既全面又恰

当袁具有创新性的开拓意义遥田滋茂先生认为研究院

的设立是顺应天时尧地利尧人和之举袁符合时代潮流

与民心所望袁以独立学院尧重点平台进行以饶学为龙

头的文化研究是其他大学没有做到的遥 海村惟一教

授希望研究院能够在专业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丰富

汉字文化圈的学术内涵遥 张惠博士认为研究院的重

要特点之一是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袁 将来需要承担

文化野一带一路冶的领头羊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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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在饶学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

饶宗颐先生是名闻遐迩尧享誉国际的汉学家袁学
术研究范围非常广博袁涵盖上古史尧甲骨学尧简帛学尧
经学尧礼乐学尧宗教学尧楚辞学尧史学渊包括潮学冤尧中
外关系史尧敦煌学尧目录学尧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

等 13 大门类遥 饶先生在长达 70 多年的学术研究与

教学生涯中袁出版著作逾 100 部袁论文 1000 多篇袁为
后来者开辟出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与路向遥 因此 野饶
学冶袁即研究饶宗颐先生的学术成就袁是近 20 年来学

术界广泛关注的一门新兴学科袁海内外已有 23 家饶

学研究机构组成野饶学联汇冶遥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

研究院独立机构的运作模式袁一流平台的学术定位袁
毗邻香港饶学基地的地缘条件袁 必将在未来的饶学

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遥
对此袁成中英先生认为袁把饶先生的学术成果进

一步发扬光大是研究院的一个宗旨袁 首先要研究饶

先生的学术成果袁再在这个基础之上拓宽领域遥从饶

先生的著作来看袁文字尧文学尧文史尧文艺尧文化五个

方面都有突出贡献袁 而能够统一饶先生思想的是文

字遥 海村惟一教授也从汉字文化圈的维度解读饶先

生袁 他回忆他的老师日本汉学家冈村繁先生曾请饶

先生讲唐代研究袁 饶先生所讲与日本学者所知完全

不同袁刷新了他们的认识遥 所以海村惟一教授表示袁
饶先生的学问是从汉字开始的袁继而走向汉学袁最终

变成饶学袁并且饶学的内涵已经超过了汉学袁就像历

史上很多富有才华的文人也是学者袁比如苏东坡袁但
是饶学已经超过了苏学袁 所以饶学与汉学有什么不

一样袁饶学超过苏学的部分怎么研究袁是我们需要深

入思考的袁因为饶先生是一个野无家可归冶的大家遥成
中英先生总结说袁 饶先生彰显出一种精神尧 一种风

气尧一种境界袁就是野博雅君子尧天下归文冶袁这一点应

该作为研究院的一种文化进行传承袁 因为研究院体

现的也是博雅君子袁又有文化创新的精神遥

二尧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走出去
方面做出创新性工作

文化传承与核心价值观是研究院的研究重点遥
2016 年建党 95 周年大会上袁 党中央将文化自信与

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并列袁认为文化自信

是更深层尧更基础的自信遥 潘鲁生先生认为袁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当代中国是一个国家命题遥 要想

文化自信袁就必须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遥对于富

于魅力的中华文化袁我们既要传承袁也要创新袁对其

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袁 在这一点上研究院

是大有可为的袁而且在大学中研究尧宣讲文化是一个

很好的实践袁会对全国的大学形成示范作用遥
田滋茂先生表示袁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遥而饶先生是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泰斗级的尧
高山仰止的人物袁 大家公认饶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中

华文化花园里的一朵绚丽花朵遥我们进行饶学研究尧
进行优秀文化的研究袁与目前党中央的提倡和要求袁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吻合的遥而且袁饶先生

能在 13 个学科里尧在世界汉学界备受称道袁被称为

野导乎失路冶的汉学大师袁因为他有一种野求阙冶精神袁
用这个词再贴切不过了遥 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

发展的曲折袁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困境遥 现在袁
面对传统文化这座高山袁要如何去攀登它袁如何把文

化宝藏挖掘得更深袁研究院要发扬饶先生的野求阙冶
精神遥 就像饶先生曾研究巴比伦古文和印度的古梵

文袁一般学者都望而却步袁饶先生却以孜孜矻矻的精

神在这个领域里发扬光大遥这种精神应当是我们的重

点袁成为学术研究的先导袁学生和老师都要这样做遥
另外袁正如饶学本身即涵盖跨文化的研究袁饶先

生作为汉学家做了大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介向

国际的工作袁 这方面也是研究院要着力开展的学术

活动遥陶思炎教授认为袁研究院要以现代性和国际化

为时空视角袁 即袁 我们的定位从时间来看要有现代

性袁我们进行的是文化传统的研究袁但同时是在现当

代背景中进行的曰从空间来看要面向世界袁深港联系

是基本定向袁视野还要突破袁着眼于国际化空间袁开
展对外交流遥进而在学术成果尧学术活动方面扩大影

响袁树立我们的引领地位袁让更多学人参与到中华优

秀文化的研究行列中来遥

三尧发挥学术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尧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院长李凤亮教授认为袁 深圳需要人文学术的

新生力量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袁深圳的科技创

新尧经济发展非常快袁时至今日袁对人文学术的需求

非常大遥因此袁研究院推动大文化的研究和博雅的人

才培育袁有着野一带一路冶的时代契机袁要担负起历史

使命遥深圳大学有多学科合作的优势袁可以在全球饶

学的协同创新中推动学术发展遥陶思炎教授也表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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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要在中华文化领域发挥智库作用袁要出思想袁
在政策层面尧社会层面和教育层面都起到促进作用遥

另外袁潘鲁生先生提到饶先生在艺术创新尧艺术

史方面对现代艺术的国际研究发挥了很重要的影

响遥李大东先生结合古墨收藏与研究的心得袁提出艺

术品作为文化载体应该纳入研究院的研究内容之

中遥张惠博士则建议结合文化艺术推动学术生活化袁
比如饶先生的书法被称为饶体袁 绘画中的荷花非常

著名袁饶先生有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袁
而深圳大学在文创产品方面有相当的经验袁 应该结

合起来推动文化的普及遥 饶先生的学术是博大精深

的袁他的学术应该从学术化尧社会化尧生活化的多重

方面优化尧美化和智化我们的生活遥深圳大学出过马

化腾袁相信未来深圳大学在研究院的引领下尧在饶先

生学术思想的熏陶下袁可以培养出更多的精英人才遥

四尧大会所反映的学术趋势

从学术角度来看袁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

首次学术会议的研讨具有几个特点院首先袁大会充分

肯定了以饶学为龙头的中华优秀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与重要性袁并结合深圳大学的优势袁明确了研究院的

责任与使命袁 研究院的建立和未来的工作必将产生

丰富优秀的学术成果遥 其次袁来自文学尧历史尧哲学尧
艺术等不同学科的专家济济一堂袁 共同磋商饶学的

发展与文化的传承尧传播问题袁显示出学界的文化自

觉袁各领域在推进专业化微观研究的同时袁大文科协

同合作袁在更为整合的宏观维度体认文化精神袁这是

学界对时代精神的响应遥最后袁会议中探讨的如饶学

与汉学的分野及超越等问题具有前沿性袁 反映出饶

学及中华文化研究的新动向袁 具有高度的问题意识

和方法论创新意义遥总之袁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

院首次学术会议的成功召开袁 对推动世界范围内的

饶学及中华优秀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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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院Dialogue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AO Shun-q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detached from reality and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野aphasia冶 for dozens of years as academics rely too much on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for recent thirty years, we begin to reflect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explore feasible way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 discours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should be based on practical survival experience.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academic resources to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be innovativ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ed traditions. The dialogue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re new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is China爷s traditional discourse
resources, whil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represents current context.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m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爷s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we
should start with current context and theory fulcrums of the dialogu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topics of dialogues and way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literary theory;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dialogu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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