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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斌，男，1962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常州工学院人文
社科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近年来主攻《晏子春
秋》研究。发表论文有《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晏子春秋〉的文学史意义》《孙星衍对
〈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建国以来〈晏子春秋〉研究的成绩与反思》《〈晏子春秋〉在先秦散文
中的独特地位》《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等；出版专著有《韩非子：智者的思想》《中国文
学说略》；另，参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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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晏子春秋》的研究价值和本书的写作目的
第一节 《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
第二节 《晏子春秋》在先秦散文中的地位
第三节 本书的价值及其写作目的
第一章 清代以前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一节 刘向首校《晏子春秋》
第二节 柳宗元所引发的有关争论
第三节 宋、明两代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四节 清代之前关于晏婴的记载与评述
第五节 结语
第二章 清代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一节 孙星衍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
第二节 卢文弨等人的《晏子春秋》校释
第三节 王念孙的《读晏子春秋杂志》
第四节 俞樾、孙诒让的《晏子春秋》校释
第五节 黄以周等人对《晏子春秋》校释的深化
第六节 对《晏子春秋》著作属性和产生时代的争论
第七节 关于晏婴政治活动的记述与评价
第八节 结语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一节 梁启超等人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二节 刘师培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三节 张纯一、于省吾的《晏子春秋》校释
第四节 结语
第四章 1949至1976年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一节 高亨、董治安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二节 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
第三节 结语
第五章 1976至2010年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一节 谭家健、孙绿怡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二节 其他学者对《晏子春秋》著作性质、产生时代的研究
第三节 吕斌等关于《晏子春秋》作者的研究
第四节 骈宇骞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
第五节 晏子思想研究热潮及《晏子研究文集》
第六节 姚振武等关于《晏子春秋》语言的研究
第七节 关于晏子和《晏子春秋》的其它研究
第八节 文学史和散文史中关于《晏子春秋》的论述
第九节 高等院校硕士博士论文关于《晏子春秋》的研究
第十节 结语
第六章 台港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一节 王更生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二节 陈瑞庚、郑良树的《晏子春秋》研究
第三节 结语
余论 《晏子春秋》研究的成就与反思
第一节 《晏子春秋》研究的成就
第二节 《晏子春秋》研究的反思
附录一：《晏子春秋》版本及笺校、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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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晏子春秋》书目
二、日本《晏子春秋》书目
三、法、德《晏子春秋》书目
附录二：《晏子春秋》研究论文索引
一、中国大陆部分
二台、港及海外部分
附录三：《晏子春秋》研究资料选编
一、《晏子春秋》佚文
二、关于晏婴家世、生平、遗迹的记载
三、有关晏婴的评论
四、有关《晏子春秋》著作性质的意见
五、关于《晏子春秋》著作真伪、成书时代和流传过程的意见
六、历代校刻《晏子春秋》序跋
七、《晏子春秋》版本题识
八、《晏子春秋》重言重意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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