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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Π l:nediate cause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nom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the demand for teachers inside and outside churches between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s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is the reahzation of‘
‘
Ⅱlissionary

school being more effective, of1nore Christian nature and of1more Chinese nature”  and even the goal of

forever existence in China by training the Christian Chinese teachers, and its coⅡ u⒒on features are atten-

tion to education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mphasis on teaching practice,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a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use, and importance attached lo Chinese learning, western learning and rehˉ

giou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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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房锐主编《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房锐博士主编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汤圉、赵晓

兰、张海、房锐、王红霞、田道英等撰写的《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目前已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c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
十五

”
规划 zO03年 度项目的结题成果 ,由 ⒛ 篇论文组成。部分论文

作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曾 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研究》、《求索》等刊物上发表 ,

《张嫔考略》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 8期全文转载。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大胆地进行了学术创新 ,不 少论题极具前瞻性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一些论文选取晚唐五代巴蜀文学研究中不大引人注葸的作家、作品 ,进 行
“
一网打尽

”
式的系统考察研究 ,从 中挖掘出不

少有价值的东西 ,并 纠正了若干文献错误 ,为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思路 ,突 出了巴蜀文学的独特风貌

及难以替代的价值。如《雍陶寓居云南说辨析》、《张嫔考略》、《贯休蜀中诗歌编年考证》、《孙光宪江南、湖湘之行考述》、《前

后蜀著作考略》等论文 ,便是这方面的力作。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不乏闪光之点。如《敦煌曲子词与 (花 间集〉》、《论〈花间集〉在词史上的意义》、《论花间词的

传播及南唐词对花间词的接受》、《前后蜀讽谕诗初探》等论文征引文献丰富、角度新颖 ,立 论巧妙 ,所得出的结论多与历史事

实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相符合。这些论文有助于较为准确地把握晚唐五代巴蜀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 ,对于其他地域文化

的研究 ,也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作为目前国内外第一部对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集 ,本 书创获颇多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自出版丿

来 ,已获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魏 仁 )


