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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旭

　　厦大建校 伊 始，即 有 中 文 系。早 期 执 教 于 此 的 鲁 迅、林 语 堂、沈 兼 士、周 辨

明、罗常培等 著 名 学 者，奠 定 了 我 系 学 术 研 究 的 优 良 传 统。悠 悠 百 年，星 移 斗

转，栉风沐雨，薪火相传。随后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我系都能涌现出一批功底深

厚、特色鲜明的学者，举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林庚、施蛰存，五六十年代的

郑朝宗、黄典诚，八 九 十 年 代 的 周 祖 譔、林 兴 宅，皆 能 在 学 界 纵 横 捭 阖，闻 名 天

下。究其所由，无不沾溉于这种笃实而又开放的学术传统。为迎接百年系庆的

到来，我刊隆重推出一组文章，介绍我系在若干领域做出精深研究、在海内外产

生广泛影响并获得高度评价的五位学者，展示我系的科研实力和良好形象。
李焱等的《李如龙先生语言学研究体系述要》一文，对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

先生的学术 成 就 进 行 了 全 面 阐 述。身 为 闽 南 人，闽 南 语 蕴 含 丰 富 的 古 汉 语 元

素，为李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他对客赣语、粤语

以及北方多种方言都有全面的调查研究，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李先生的方言

研究独具特色，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志性学者。作为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李先

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等汉语传统研究方面，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学界的广泛赞誉。不仅如此，李先生还与时俱进，时

刻关注研究的前沿，将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他的研究对社会语

言学、语言教育、语言规划、文化语言学、地名学等多个学科也具有启发意义，在

应用语言学研究和运用方面，可谓成就卓著。从教六十年，桃李满天下，李如龙

先生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语言学专家，也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
王晓红的《戏剧的思想者与实践者：陈世雄先生的“戏学”人生》一文，对著

名学者陈世雄先生的学术历程和成就，进行了回溯与评价。出身于闽南戏曲之

乡的陈先生，自小耳濡目染，积淀了丰厚的地方戏知识，不仅为他的戏曲研究打

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也为他后来的戏曲创作提供不可或缺的舞台经验。陈先

生大学专业为俄语，这为他打开了苏俄戏曲和欧美戏剧研究的大门，特别是在

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究生期间的全力投入，以及与海外戏剧研究界的深入联系，
使他对中西戏剧的理解与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峰。从中国到西方，从实践到理

论，他的研究涉及闽台地方戏剧研究、现代西方戏剧研究、比较戏剧学、戏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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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研究等多个领域，治学严谨而极具独创性，既有宗教学、哲学、文化学、人类

学等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广博视野，又扎实地立足于戏剧本体研究基础，以梳

理和总结各种繁复而具有争议性的重要问题见长。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剧

作家，真正做到了以实践检验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因此，陈世雄先生不仅是

一个优秀的戏剧研究专家，也是一个成功的戏剧创作者。
李婷文的《杨春时的美学思想历程》一文，对著名美学家杨春时先生的美学

研究，进行了探索。杨春时先生多年浸润于美学理论，他的研究极具前沿性，在

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杨先生最为学界关注和推崇的，是他建构了

主体间性—超越论美学，这个理论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其庄严

崇高的学术气象也越发得到彰显。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杨春时先生先后

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现象学—存在论，以及中国 古 典 文 论 的 洗 礼，他

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自我超越。在走过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理论历

程后，他在２０１０年后建构的审美现象学和现代性文化思想体系，也在学界产生

重大影响。这两个体系看似分立，实则贯通，凸显着杨先生独特的求真与求善

之道。在建立中华美学的事业中，实现求真与求善、自由与自然的合体，这就是

杨先生最新、最前沿的思考。国际美学界十分关注杨先生的研究成果，并给予

高度的评价。
朱晓军的《但开风气不为师：黄鸣奋教授学记》一文，对黄鸣奋先生在数字

媒介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进行了述评。黄鸣奋先生本是古典文学出身，在

古代文论方面造诣甚深，但他格局宏大，眼光独到，知识储备丰富，极具超前意

识，在一个看似偶然却又必然的契机之下，毅然转入了电子传媒冲击艺术变革

的前沿地带，成为我国最早研究电脑文艺、数字艺术的人文学者之一。黄先生

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建构了数字媒体艺术理论，对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艺术

领域的应用进行 了 理 论 探 索，对 数 码 媒 体 艺 术 理 论 的 研 究 产 生 了 革 命 性 的 影

响。他永远在探索中，从不停下追踪世界学术前沿的脚步。而且，黄 先 生 的 研

究不仅注重理论性，而且强调实用性，他用最新的前沿理论，解释艺术学的古老

问题，每每如鱼得水，从心所欲，令人叹为观止。不仅是学术研究，他 的 小 说 创

作、戏剧电影创作，也都走在时代的前沿，融汇科学艺术，沟通古往 今 来。等 身

著作，填补了诸多的学术空白。
周云龙的《与时代面面相觑：思考周宁》一文，对周宁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

了深入考察和高度评价，字里行间饱含深情。作为六十年代生人，周宁先生相

对年轻，但在学术研究上却早就登堂入室，在比较戏剧与跨文化形象学两个领

域，他都是标杆式的学者。他对东南亚华语戏剧的深入研究，对西方戏剧理论

史发展脉络的清晰梳理，以及对２０世纪西方与中国戏剧理论批评思潮的知识资

源的盘点与清理，在前沿勘探与学科建设方面都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周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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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广阔，绝不局限于戏剧本身的研究，他从跨文化的视角关注西方的中国形

象，思考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延续及其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内在机制，视角

独特，思辨深刻，且引人入胜。周宁先生是一个有情怀、有思想的学 者，他 的 研

究处处显现出人文关怀，总是分享着其所处时代的知识关切，以隐喻的方式回

应时代的重大问题。周宁先生也是一个敢于自我批判的学者，多年以来，他不

断审视自己的研究，甚至不惜推倒重来，在追求真理方面近乎严苛地要求着自

己。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境界，同样令人钦敬。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百 年 名 校 之 百 年 名 系，不 仅 拥

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形成了优良的传统，代代相传，人才辈出，有功于学林，有益

于社会。新的时代，新的起点，我系将继续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